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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浙东覆卮山麓，桕树正红，银

杏已落下蝴蝶一般的叶片。我们一行走

进覆卮山顶的上虞区岭南乡龙山村时，看

见晨霜刚化的高山茶园里，村民们正忙着

采摘最后一批秋茶。

“你们还摘秋茶？”印象当中，高山绿

茶产地的覆卮山一带，通常只摘春茶。秋

茶芽头老，叶片厚，且又跨季，做绿茶并无

多大销路。

“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摘秋茶。”陪同我

们的龙山村党支部书记章柏会说，“做红

茶。”

“你们还做红茶？”大家来了兴致。

“走，去我们村里的红茶工坊看看。”

看得出，对这个红茶工坊，章柏会十分兴

奋。

“村里能办起红茶工坊，我们真心感

激一个人。”

“谁呀？”

“阮兴祥书记。”

“就是公益达人阮兴祥？”因为同在上

虞，我们大都听说过他。

“对，对，就是他。今天要定一款红茶

的包装，他说好也来的。”

上虞区海拔最高的行政村龙山村，有

1000 余亩高山茶园，其中 80 年以上的老

茶树有100多亩，80%村民靠种植茶叶为

生。因为沿袭传统家庭作坊式制茶生产，

茶叶卖不出好价钱，不少青叶因为没有销

路还烂在了山上。“守着聚宝瓶，却富不了

老百姓。”这成了龙山村村干部和村民的

一块心病。

“上个春天阮兴祥书记到我们龙山村

考察，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坐不住了。”章

柏会正说着，一辆小车停在了我们身边。

从小车里下来的这个人，五十多岁年

纪，中等壮实的个子，皮肤稍黑，走路蹬蹬

有声，想来是精干踏实的人。他便是阮兴

祥。

彼此介绍之后，我们一起向村里的红

茶工坊走去。

红茶工坊座落在村委的院子里，深灰

色的铝塑板外墙，宽敞的门窗，整洁大

气。走进工坊，筛选机、揉捻机、智能发酵

室、传输机、烘干机等一整套的红茶制作

设备排列有序，特有气势。

“我们这套制茶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性能优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像智能

发酵室，温度、湿度、发酵时间都自动控

制，要生产淡香、浓香、果香红茶，只要揿

揿电脑就可以了。”阮兴祥对这套设备的

熟稔和满意溢于言表。

因为第二批秋茶尚在采摘，红茶工坊

没有开工，我们就聊了起来。

“当初你是怎么想到帮助龙山村办红

茶工坊的？”

“我以前做公益，几年前参加省里组

织的‘千企联千村，消除经济薄弱村’活

动，受到了不小的启发。”阮兴祥停了一

下，“现在投身公益的爱心人士很多，但对

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如何实现共同富

裕，公益方面的支持还不是很多。我就

将自己做公益的重点，放在这些项目

上。像新昌澄潭镇东丁村搞旅游项目、

上虞岭南乡建农产品电商超市、驿亭镇

搞杨梅深加工、虞南五个山区村建造山

货市场等等。”

“这个红茶工坊也是你出资建的？”

“这个红茶工坊与以前的项目比，意

义不一样。”阮兴祥若有所思。

“以前我习惯于一个人去做，但力量

毕竟有限，把更多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蛋

糕才能越做越大。2018 年，我们成立了

上虞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

有 100 多家企业会员，两年前，我们联合

上虞区慈善总会成立了1亿元的‘共富同

行公益基金’，我个人出资3100万元。红

茶工坊就是这个基金支持的第一批项

目。”

“1亿元那么多？”

“1 亿元是基金额度，每年直接可用

资金是500万元。通过基金来支持，有两

个好处：一是资金上有个长效的保证；二

是纳入基金的项目，都有严格规范的申

报、评估、实施和监督机制，能确保钱用得

明白，用到实处。”

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几位村民挑着刚

摘的秋茶走了进来。

“阮书记，你看看，这秋茶的青叶比春

茶可肥实了。”

“你们都认识阮书记？”

“阮书记可是我们村的贵人。这一季

春茶青叶的收购价有 28 元，比往年高了

6 元。以前没人要的秋茶现在也可以卖

钱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村民们七

嘴八舌。

“我们龙山村的茶叶为高山茶，叶汁

虽厚但上市时间迟，做绿茶卖不出好价

钱，是阮书记建议我们扬长避短，专门生

产红茶。红茶工坊立项后，从踏看茶园、

建厂房、购买自动炒茶设备到赴红茶产区

考察、试制第一批红茶、设计红茶包装，阮

书记每次都在场。”章柏会说着打开了微

信，“你们看看，第一袋红茶下线开始，阮

书记的微信朋友圈，每天都是龙山村的红

茶，平时他逢人就推介。我们春季的茶都

卖完了。”

“我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年光红茶工

坊，龙山的村民增收就达40万元，村里的

集体经济也增加了15万元。”笑靥像泡开

的茶叶一样，漾在章柏会的脸上。

送我们从红茶工坊出来时，我拉住阮

兴祥问了一个问题：“你做公益，图的是什

么？”

阮兴祥迟疑了一下，“也有不少人问

我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不是老板，这

笔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一

定要说图什么？就是对人生价值的肯

定。这也算是我践行的初心吧。”

阮兴祥说这话的时候，阳光正洒在他

的身上，恰如一簇点亮着的火。

一簇点亮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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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喜欢画画，写毛笔字。从小就喜欢。年少

时家贫，没有机会正式拜师，他就靠收集旧挂历、连

环画、邮票、香烟盒之类，临摹上面的图像自学。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镇上的中学教书。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每年除夕前，为了挣点钱贴补

家用，也为了这个兴趣特长，他都要到镇上菜场门口

卖春联，我和弟弟跟着当帮手。

为了这几天的生意，父亲寒假后就开始“备货”

了。

父亲向学校借来钥匙，打开几间空教室，用四张

双人书桌拼成一张大桌子。写好春联之后，就铺在

空地上，晾干黑迹，第二天折叠起来，按种类放好。

就这样，天天写，一直写到农历十二月十九的深夜。

次日，大清早，天还灰黑，他起床了，摇醒了我

和弟弟。母亲起得更早，煮好粥，蒸上馒头。当我

们仨吃了早饭出门的时候，东边的天际开始微微

发白、发亮。发白、发亮的，还有路边草地上晶莹

的霜冻。

走到了镇上最大的菜市场门口，父亲迈进一户

已敞开店门的人家，向房东递上一根烟，弯腰寒暄。

这户人家屋檐下的那块空地，每年都租给父亲。

父亲从房东屋里搬出一张书桌，再从袋子里拿

出带盖的大砚台、瓶装的墨汁、几支套着笔帽的毛

笔，依次摆整齐。一周前裁切好的红纸就摞在身旁

的板凳上。他拿起最上面的长条红纸，铺在书桌上，

左手按着纸，右手悬腕、提笔，开始写。这主要是为

了招徕顾客。有些人不喜欢从成品中挑选，非要亲

见父亲现场写好才肯付钱。

父亲开始写字了，我站在书桌对面，小心地拉住

红纸的另一头，尽量把红纸拉得平整些。但也不能

太用力。父亲写下一个字，我轻轻地拉一下，他再写

下一个字，我再拉一下，直到写好七个字。弟弟双手

轻轻托起春联，平铺在空地上，捡来小石块，压住四

角。这是天晴无风的日子里做的活。如果碰到下

雨、刮风天气，父亲就用塑料布包住一叠叠春联，与

我们一起挤在屋檐的雨棚下，搓手，跺脚，缩着背，看

起来人都矮了几分。

赶集的人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涌到镇上。父

亲的春联摊前，挤着不少人。

卖春联，父亲大多只写行楷。行楷字形秀美又

灵活，认得的人多，喜欢的人也多。行楷写得快。草

书可以写得更快，但没几个人认得，不写。

有次，一位70多岁、衣帽整洁的老人分开人群，

挤到书桌前，冲父亲招招右手，神神秘秘地摊开左手

捏着的一张小纸条。老人带着外镇口音，他自拟了

一副春联，问父亲能不能用篆书来写。“篆”谐音

“转”，寓意新年转运，讨个好口彩。老人说，他跑遍

了周边几个集镇，都找不到会写的，后来打听到我父

亲这里，赶来试试。如果写得好，他愿意付三倍的

钱。

嘈杂的人群顿时静下来了，大家都盯着父亲。

父亲慢慢地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支细长的

毛笔和正面粘有星星点点碎金箔的红纸，俯身书写。

提按，收捺，顿挫。老人的视线紧跟着父亲的笔

锋游走，不住地点头。父亲写完，搁笔，挺起胸，揉了

揉腰身。老人竖起大拇指，掏出钱包，数出几张大面

额的纸币，双手奉上。父亲道了谢，却只收了最上面

的一张，把余下的钱退了回去。

围观的人看完这场热闹，很满意，啧啧赞叹。

我看到父亲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像乌云里

透出一道阳光，虽然赶不走三九严寒，却让人心里暖

暖的。

今年，父亲八十了。他腰背挺直，牙齿齐整，眼

睛有点花，用毛笔写小楷看不太清楚，写春联，写大

字，都还行。20 年前，他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最

近几年，元旦过后，除夕之前，他经常一大早拎着笔

袋出门。他是去参加文化站、书画社的公益活动，为

周边居民们写春联。跟着他，帮他拉扯红纸的小孩，

是我弟弟的孩子呢。

跟着父亲卖春联
□陈荣力 □何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