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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葫芦长得像皇冠；有的形

状像飞碟；有的葫芦身材细长

得像根棍子；有的葫芦像西瓜。

1 月 12 日，第十届建德新安江·中国草

莓节在建德草莓小镇开幕，“建德草莓”作为

一个品牌，也在开幕式上正式发布。

目前，杭州市场超过三分之二的草莓来

自建德。2016 年冬到 2017 年春，建德草莓

产业总产值（含异地种植）超过31亿元。

红颊、章姬、越丽、宁玉、妙香、圣诞红、白

雪公主等21个各具特色的草莓品种，也在开

幕式当天与大家见面。今后，它们都有了一

个统一的品牌，叫“建德草莓”。

草莓采摘游，是建德草莓产业的特色之

一。2017 年，建德共接待采摘游游客达 20

万人次。钱报记者在许多大棚里都看到了一

个木制的蜂桶。莓农说，蜜蜂既能给花授粉，

也是“安全检测员”，“如果有农药，蜜蜂两天

就死光了。”

建德草莓节为期近三个月，如果想去建

德草莓小镇采草莓，从杭新景高速杨村桥出

口下，沿320国道往西1.5公里就到了。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方祺

草莓节开幕
请来建德吃草莓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

藤上七个瓜”。《葫芦娃》动画

片中，一位老爷爷养育了葫

芦娃七兄弟。而在杭州桐庐

有 一 位 现 实 版 的“ 葫 芦 爷

爷”，他爱葫芦、种葫芦，一个

人养育出了 80 多种“葫芦

娃”。

桐庐“葫芦爷爷”
种出80多种“葫芦娃”
他打造的“花仙子园艺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几个特点让一起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人

迹罕至、全无监控，还有嫌疑人的“变脸”⋯⋯

通过民警的层层筛查，最后一个嫌疑人“络腮

胡”终于落网，这起案子已于 1 月 12 日移交

淳安县公安局预审大队。

该案始于去年 10 月 16 日的警情。当

天，淳安县安阳乡陈家村程志武发现自己放

在工程项目管理处的变压器变成了“空心

器”——里面的铜线不翼而飞！3 个变压器

的总价约70万元。

大市派出所民警发现，案发现场没有监

控、常年无人管理、案发时间不明⋯⋯经4天

的综合排查，嫌疑人黄某、周某被抓获。

周某交代，除了他俩还有“姜子”和“络腮

胡”。姜某是谁？“络腮胡”又是谁？民警询问

黄某，黄一言不发。

“只能通过周某提供的嫌疑人体貌特征

去侦查。”大市派出所所长方娟红说，“络腮胡”

的特征十分明显，但民警筛查了好几遍，也发

现了一些有络腮胡的人，但最终均被排除。

去年 12 月 28 日，一名没有“络腮胡”的

村民王某进入排查圈并落网，他就是“络腮

胡”——听到有同案者被抓，他觉得彼此间并

不知道真实姓名，只要自己“变脸”就能逃过

追查，于是剃掉了养了十来年的络腮胡！

两天后，最后一名嫌疑人“姜子”落网，真

相揭开——去年 10 月 3 日，黄某、周某、姜某

三人商定到某项目部偷铜线，他们拆卸了一

台变压器，次日卖得 4482 元。黄某分得

2282 元，周某 1900 元，姜某仅 300 元。姜生

气后离开，去了杭州打工。黄某和周某知道

项目部还有变压器，于是叫了“络腮胡”。三

人于去年 10 月 10 日、12 日、14 日偷了变压

器内铜线，共卖得14201元。

“侦查，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变被动

为主动。”方娟红说派出所始终将践行“四个

人”要求作为行动指南，以学习十九大报告精

神发挥党建带队建、党风促警风的引领作

用。钱报记者了解到，2017 年，该派出所受

理报警490起，同比下降了39%，工作质态在

变好，群众满意度在不断提升。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通讯员 王丹 文/图

三台变压器被掏空
变脸盗贼“络腮胡”落网

本报记者 章然

种了80多种“怪葫芦”
他还想引进新品种

陆家荣老人今年刚满 82 岁。谈起自己

种下的80多种奇形怪状的葫芦，陆爷爷声音

洪亮，眼睛中都散发出别样的光彩。

他的葫芦棚就在桐庐县富春江镇上四村

里，约10米长。葫芦的模样与印象中的不太

一样，有的葫芦长得像皇冠；有的形状像飞

碟；有的葫芦身材细长得像根棍子；有的葫芦

像西瓜。

陆爷爷的葫芦棚，种植的可食用类有十

几种，观赏类则达77种。但是，陆爷爷并不满

足，他想继续扩大葫芦的品种。葫芦棚里有些

葫芦是陆爷爷拜托朋友从新疆、重庆、北京等

地收集来的。现在陆爷爷把眼光投向了国外，

希望能收集更多奇特的外国葫芦品种。

退休前是位校长
退休后老两口种葫芦

陆爷爷退休之前是一位中学的校长，那

时他已经开始种花种葫芦了。1994 年从学

校退休后，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陆爷爷更是把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种葫芦上。他特意报名

参加了北京园林学校的函授班，学习植物栽

培。学成归来之后，承包了6亩田地，打造成

了现在的“花仙子园艺场”。

陆爷爷的老伴严祥秀今年75岁，两个人

结婚 56 年。在学校教书时，一个是小学校

长，一个是代课老师，携手至今，已经走过了

金婚。

随着“花仙子园艺场”越来越受欢迎，村

子里的孩子们将这里当做了乐园，严奶奶也

开心了，她干脆与老伴一起种葫芦。

花仙子园艺场
是孩子们增长知识的乐园

随着葫芦棚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葫芦也

越来越多。陆爷爷每每收集了葫芦的种子，

就挨家挨户拜访邻居送给他们。村子里每

年的百姓日，陆爷爷都要无偿捐出几千盆花

和瓜秧。

寒暑假期间，很多中小学生会来陆爷爷

的葫芦棚参观。常常一个寒假下来，老两口

要接待十几批百余名学生。

陆爷爷大部分的退休金都花在了葫芦种

植上，自己则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我的花仙子园艺场应该成为孩子们玩

耍、增长学识的乐园。”2018 年的暑期，已有

15 批次 300 多位中小学生预定，准备去陆爷

爷的葫芦棚观赏学习。

“葫芦爷爷”在展示他种的各种葫芦。 学生们在花仙子园艺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