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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琴看邵彩玲烫杯，倒水，泡茶，温水

渗入茶叶的每一个细胞中，叶子又恢复了在

茶树上刚冒出来的模样。

徐月琴端起茶杯，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

抿了一口茶。瞬间，清香和甘甜都入口了。

这茶，是邵彩玲刚刚炒出来的。

一

邵彩玲是土生土长的龙坞茶镇里桐坞村

人，共产党员，今年 61 岁。

龙坞茶镇本名叫龙坞镇，在浙江省杭州

市西南角，离市中心大约 15 公里，下辖 11 个

自然村。连绵不绝的茶山茶园四季郁郁葱

葱，温柔地环抱着每一个村庄。这里是西湖

龙井茶最大的产区，有“万担茶乡”之美名。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习惯不叫行政

地名龙坞镇，而是叫龙坞茶镇。

里桐坞村在西湖龙井茶还没出名前就开

始种茶树了，家家户户都有茶园。种茶，采

茶，炒茶，卖茶，修茶枝，捉茶虫是茶农们一年

的工作。

邵彩玲的祖辈都是茶农。“女人采茶，男

人炒茶”是茶农家庭的基本分工。年轻时，邵

彩玲常常参加采茶比赛，如果没得第一，绝对

会是第二名。问起邵彩玲采茶的水平，她会

很自然地说 :“跟姆妈学的，我出生没几个月，

姆妈就背着我去采茶了，采茶就像说话、吃饭

一样习惯。”

邵彩玲做事麻利。她采茶是两只手同时

采的，她的双手在茶树的枝顶上像织布的梭

子一样飞快移动着，来回不停地把茶叶往竹

篮里放，没多少工夫，篮子里的茶叶就明显地

升高了。

二

30 年前，邵彩玲从青岛卖茶回来，发了

高烧。病好后，走路却不方便了。她没有办

法再去采茶和卖茶。于是，就学炒茶。

邵彩玲永远记得最初炒茶时，右手烫出

了 27 个水泡。

“那真是泡裹泡啊。”她伸出右手，左右翻

转了一下，好像还可以看到 27 个水泡的印记

似的，随即爽朗地笑了。

炒了一年又一年，积累了许多经验，她边

干边摸索边比较，最后还学会看茶了。只要

看一眼茶，她就可以大致判断出炒茶人的火

工怎么样，知道炒茶时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西

湖龙井茶的十大技艺在邵彩玲的手掌心运转

自如，她成了西湖龙井茶高级炒茶技师、杭州

市能工巧匠。

“炒茶时，尽量不要说话，说话和不说话，

炒出来的茶是不同的。”

“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炒出来的茶口感

就不会好。”

这些都是她的炒茶心得。

当她的炒茶技艺名声在外后，许多年轻

人不远千里从绍兴、丽水、温州，甚至是云南、

贵州等地慕名而来，她一概不收学费，免费传

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龙井茶的炒茶技

艺，已经带出了好些弟子。

常有人问邵彩玲：现在，你女儿长大了，

你的炒茶技艺后继有人了。

每每听到如此发问，邵彩玲会笑着说：

“手艺不一定只传给自己人，还得传给那些真

正需要的人，也要传给那些真心学习的人。”

对于妈妈把炒茶技艺传给谁，邵彩玲的

女儿一点都不计较。她也跟妈妈学炒茶，还

经常把自己炒的茶和妈妈炒的茶混着摆放，

让客人挑选品尝。当客人喝完茶，说“不错，

有邵老师的水平”时，她就开心得像小孩子一

样，连声说：“还没到火候，还没到火候呢。”

三

2005 年，响应国家“农业开发，荒山变茶

园”的号召，邵彩玲和丈夫商兴农在龙坞镇的

长埭村拓荒，开辟茶园，种植茶树。

夫妻俩承包了 100 亩荒山。整整 5 年，他

们吃住全在山上。

理灌木、斩荆棘、拔杂草、清乱石、修梯

田、筑水沟，在一垄垄标准的茶田上扦插茶

苗，深耕，肥田，改良土壤等等，茶园开垦的工

作一项不落。

每每到旱季，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到山脚

挑水，上山浇水。傍晚，趁地面不太热了，再

去挑水、浇水。新茶园最怕下大雨，茶树未站

稳，雨水一冲，泥土就会少一大片。有一次下

大暴雨，茶园的泥土裹着茶树像泥石流一样

灌下来，还把山脚人家的菜地淹了。

第二天，他们向人家赔礼道歉，再一筐一

筐地把冲下来的泥土从菜地里挑回茶园里，

等气候合适了，继续种上茶树。

培土，施肥，剪枝。剪枝，施肥，培土。周

而复始，茶园一年一个模样。

3 年后，茶园渐渐葱茏。茶山的水土总

算固定住了，再也看不到裸露的石块。

第四年起，陆陆续续开始采摘茶叶。

第五年，茶园里的每一株茶树都精神抖

擞，笔挺地深扎在逐渐肥沃的泥土里。

邵彩玲夫妇每天像蜜蜂采蜜一样在茶园

里忙碌着，看着茶园一天天绿意盎然，他们像

是吃了蜂蜜一样，有说不完的甜蜜和喜悦。

常年体力透支，邵彩玲病倒了，在开辟茶

园后第六年，她被查出得了全球仅百例的罕

见癌症。但哪怕是在病中，邵彩玲依然舍不

得离开茶叶，时常要把心爱的茶叶摸一摸，看

一看，才觉得心安。

“茶叶是有灵性的。”邵彩玲深信，她能战

胜病魔就是源于骨子里头对茶的痴迷、对茶

与生俱来的热爱。

病愈后的邵彩玲对茶园做了新的十年愿

景。她说：“做茶，不是把赚钱作为奋斗目标，

而是因为我对茶有一种真实的感情、一种回

馈的愿望、一种美好的向往。”

四

春天的太阳暖烘烘的，茶园里的茶树长

势特别好，茶枝顶上冒出一两片、两三片芽，

芽尖儿嫩得好像会滴出水来。

商兴农站在茶园旁，一垄一垄茶田仔细

查看着。

“这垄明天还要再采，那垄可能要后天来

采。明天大概要安排多少工人在这块茶园采

茶，那块茶地明天就先歇歇吧。”走一圈，商兴

农把这两天的活都安排稳妥了。

邵彩玲相信科学，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时，她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引入了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并得到了市

区有关部门和省级科研机构的支持帮助。

科学种茶，让茶园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也

让茶叶的品种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商兴农走在通往山顶的桂花小道上，高

大的桂树把两边茶园分开了。

当年开荒时，商兴农、邵彩玲夫妇在茶园

的大道小路和边边角角种了几百株桂花树。

研究茶园生态的专家对茶园间种桂花树

大加赞赏。

如果只种茶，短期经济效益明显，但茶园

植物单一化，生态小环境并不友好。桂花树

给茶园虫害的天敌提供了栖息场所，“以虫克

虫”，降低了虫害发生率。

原来，在茶园里种桂花树有这样的好处。

原来，在开荒时他们就想到了生态种茶。

茶园的山不高，茶园被桂花树包围着，这

茶，浸润了山谷的气候，平和，温润。

一杯好茶，从科学培育一片叶子开始。

五

徐月琴端起邵彩玲给她泡的第三杯茶，

茶水清澈，幽香徐徐。

徐月琴也是龙坞人，祖辈也种茶，她是西

湖第一实验学校的语文老师。

“30 年来，徐老师教过我们茶农的多少

小伢儿啊？”邵彩玲问。

这个，徐老师一愣，可记不清了。

但茶农家的孩子都记得徐老师。徐老师

带他们去探究西湖龙井茶的起源，给他们讲

茶叶制作的匠心。“做人像茶有九德”，就是徐

老师告诉他们的，这是世代茶农的精神传承。

徐月琴和邵彩玲，用不同的方式，让茶文

化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孕育、萌芽、长

大，持续散发出特有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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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去郊区，在路边看到一家邵

阳米粉店。也许是很久没有吃到邵

阳米粉的缘故，我不由自主走进店

里，点了一碗漂着红红辣椒油、辣味

扑鼻的邵阳米粉。虽吃得大汗淋漓，

但觉得吃这热辣爽口的米粉是一种

享受。

湖南省邵阳市古称宝庆，是一座

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我在这

座湘西南的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

在我的印象中，这里的人都喜欢吃米

粉。有人说：“湖南喜辣，首在宝庆。”

在邵阳，凡是吃的东西似乎都与辣椒

沾点边，人们宁可不吃肉，不可不吃

辣。据说，邵阳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

掉 10 公斤辣椒，足见邵阳人对辣椒

的痴迷程度。

邵阳米粉是一种用纯米制作的

圆粉，比一般的米粉要粗，像出水白

龙，筋力极好。粉面上的菜，称之为

“臊子”。“臊子”有很多种，比如大片

牛肉、牛百叶、肥肠、排骨、豆腐木耳

……在这些之中，豆腐木耳是最实惠

的。在邵阳，米粉店遍及了城市的每

个角落。记得第一次吃邵阳米粉，看

到这漂着一层红辣椒油、辣味呛鼻的

胖胖的米粉，我还不敢吃。没想到，

后来大胆一尝，我竟然就爱上它了。

邵阳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粉开

始的。每次晨练回来，上班之前，我

都会走进城北路的一家米粉店，找个

座位，坐下，点碗大片牛肉或是豆腐

木耳做臊子的米粉。服务员接过单，

迅速在碗里放好佐料，把米粉放进滚

烫的水锅中，几分钟后捞出，放进碗

里，再从另一个锅里舀一瓢红红的辣

椒油盖在上面，紧接着大声地叫了一

声单号，我立马上前端着做好的米

粉，再在碗里加点葱，或者香菜……

回到座位，用筷子熟练地搅拌开，立

马趁热吃了起来，吃得特别爽口，特

别舒服。一碗米粉下肚，一天都是美

美的心情。

如今，尽管我已经离开邵阳很多

年了，但始终忘不了邵阳米粉留在舌

尖上的那种感觉。因为惦记，所以关

注。我时常还会打开邵阳的新闻网

页看一看，看看那里的新闻，仿佛那

里的人和事都还近在眼前。

羊 城 也 是 一 座 美 食 之 城 ，俗 有

“食在广州”的美誉。周末或者节假

日，偶尔会与朋友相邀小聚。每次朋

友问我想点什么菜时，我总是客气地

答着“随便随便”。尽管嘴上这样说，

但脑子却也会开小差，眼睛看着菜单

上琳琅满目的菜品，心里却想着那碗

漂着红红辣椒油、热辣爽口的邵阳米

粉，很想来一碗解解馋。我在想，或

许这也是离开邵阳多年的我，对这座

城市的一种深深眷念。

邵阳米粉
王继怀

指导员刘阳算了算，所里这个月

已经是第九次接待走失的老人了。

这些老人有的是热心群众搀扶来的，

有的是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开车送来

的，筷子巷派出所门口是开阔的象山

南路，辨识度高，也方便停车。

更主要的原因是，江西省南昌市

民都知道筷子巷派出所。它曾被国

务院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荣誉称

号，这里还走出了改革先锋、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模邱娥国。

虽然退休十几年了，但只要天气

好，邱娥国几乎每天都会到派出所来

转一转，所里的年轻人就趁机向他学

几招。邱娥国服务群众的工作方法

就这样一任一任传下来，成为筷子巷

派出所的传家宝。

一

1996 年出生的王俊毕业于江西

警察学院，知道自己分配到南昌市筷

子巷派出所，他第一时间给父母打电

话报喜。正式报到那一天，邱娥国来

给新警察授课。以前，王俊都是在媒

体上学习邱娥国的事迹，这一次可是

当面看到了邱娥国和蔼的面庞，王俊

内心激动不已。这堂课上的内容被

他牢牢记在心里：进百家门、办百家

事、温暖百家心；遇事不躲，遇困难不

推；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所里给新分来的民警都安排了

一位师傅，以老带新是所里的传统。

师傅王屹年长王俊九岁，其实也是个

年轻人。他反复叮嘱徒弟：从接警到

出警，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记录仪随

时要开启，这既是规范执法，也是对

自己的保护；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要

注意安抚，稳控好情绪；作为基层派

出所的治安民警，要学习迅速侦破小

案，及时为受害人止损……

师 傅 手 把 手 地 教 ，王 俊 成 长 很

快。2 月底的一天，有居民一大早就

跑来报案，说自己刚买一个月的电动

车被偷了，价值四千多元。王俊立即

调取监控，发现是深夜两点钟被盗，

距 离 案 发 时 间 已 经 过 去 了 七 个 小

时。师傅一再交代过，处理电动车被

盗案最重要的是“快”，这样电动车最

值钱的电瓶就不容易被卖掉。王俊

通过人脸比对技术，迅速找到犯罪嫌

疑人的活动区域，蹲坑守候三个小时

后，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电动车

完好无损地找了回来。丢车的居民

很高兴，没过几天就把一面鲜红的锦

旗送进了派出所。

二

谢桂军是赣州人，刚来筷子巷派

出所做社区民警时，他最头疼的是听

不懂南昌话，特别是在调解民事纠纷

的时候，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说话

噼里啪啦，把他弄得晕头转向，这令

他很有挫败感。

他一边和同事、辖区居民学说南

昌话，早也练晚也练，一边紧紧跟着

师傅，学习怎么服务群众，怎么调解

纠纷，还有邱娥国的秘诀：“下去一把

抓，回来再分家”“见人多询问，见事

多观察，热心办民事，温暖送到家”，

一有空，他就琢磨这些话。

管理象山社区后，谢桂军很快成

长起来。哪家有困难，哪家有重点服

务人员，哪里有消防隐患，他心里一

清二楚。现在，谢桂军也能说一口南

昌话了。他像带他的师傅一样，沉浸

在做社区警务工作的乐趣中，听着家

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感觉很美妙。

孤寡老人陈奶奶就住在派出所

附近。老伴过世后，陈奶奶总是郁郁

寡欢，谢桂军时常上门去看望，和老

人聊家常，化解老人的心结。去的次

数多了，谢桂军渐渐地把陈奶奶当成

了自己的奶奶，逢年过节想家人了，

他就拐到陈奶奶家去看一看。

今 年 初 ，首 个 中 国 人 民 警 察 节

时，陈奶奶用豆腐、腐竹、酱干、肉末、

香葱做了一大锅地道的南昌福羹，托

谢桂军带到派出所。福羹的热气和

香味弥漫在派出所小厨房里，温暖了

民警们的心。

谢桂军的管片里有一所中学一

所小学。防疫知识普及、交通安全宣

传、防溺水知识宣传、防止校园欺凌

……谢桂军常常往学校里跑，给孩子

们讲各种知识，教育孩子们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意识。孩子们很喜欢

面前的民警叔叔，他们有的认真听

讲，有的调皮地直往他怀里扑。老师

们说，一些孩子在谈到自己的梦想

时，就说长大了要当一名人民警察。

三

陈蓓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很

甜。陈蓓刚到筷子巷派出所的时候，

正 好 碰 上 全 面 换 发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那段日子，陈蓓每天都要办一百

八十至两百个身份证，经常忙得头都

抬不起来，有时手忙脚乱，还忘了收

办证的钱，结果只能自己垫付。办证

时，少数群众排队时间长了会发脾

气。辛辛苦苦上班，还要贴钱、受气，

陈蓓觉得很委屈，有一次忍不住跟办

证的群众吵了几句。这一幕正好被

邱娥国看见了，邱娥国先帮陈蓓接待

好群众，然后再把陈蓓拉到一边开

导：“一个人一辈子到派出所可能也

就一两次，但可能就是这一两次，决

定了他对公安机关的看法和态度。”

陈蓓慢慢沉下心来。一位老大

爷来到办证窗口，他要注销户口和身

份证，但是又迟迟不肯交出户口本和

身份证，一说话就哽咽。陈蓓从办证

窗口走出来，给老人递了一杯水和一

包纸巾，引导老人说出原委。原来，

老人的老伴过世一年了，按规定必须

注销户口本和身份证，由派出所重新

打印新的户口本。但这陈旧的户口

本和身份证是老人的一份念想，它们

在就好像老伴在，所以老人舍不得交

出去。陈蓓请示所领导后，把身份证

和户口本都剪角并加盖了注销章后

还给了老人，老人颤抖地拿着剪了角

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一边抹眼泪，一

边跟陈蓓道谢。

四

筷子巷派出所还像当年那么小，

小得群众在门前说句话，全所人都听

得见。不过与邱娥国当年工作时相

比，服务手段先进了不少。派出所门

旁 新 增 了 一 个 24 小 时 融 警 务 服 务

区，里面摆放身份证自助办证领证

机。派出所前台增设高频交管业务

办理窗口，警务公开栏里，警务网格

化管理示意图和民警网格责任区域

一览表清清楚楚。

便民台旁边，是筷子巷派出所微

警务工作台，上面有每位民警的微信

二维码，二维码上方是一行小字：扫

一扫您的社区民警，方便沟通联系。

二郎庙社区的老宋就是通过扫

描二维码和社区民警邱攀科建立联

系的。

老宋为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操碎

了心。儿子从小不好好读书，高中没

毕业就去混社会，染上了毒瘾，正在

社区戒毒。他把小煤气罐藏在卧室，

时 不 时 就 闹 着 要 父 母 给 钱 去 买 毒

品。老宋没有办法，只好求助社区民

警邱攀科。

小邱第一次进老宋家的时候，老

宋的儿子正躺在床上，人已瘦成了皮

包骨。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长发披

肩，眼窝深陷，脸如刀削，肤色蜡黄，

任凭小邱说什么，他都用被子蒙着头

不听。他不听，小邱也要讲，今天不

听，就明天再来。老宋夫妇也没有放

弃儿子，小邱不在的时候，就用微信

发送儿子的状态，和小邱一起商量对

策。坚持了一段时间，老宋的儿子终

于被感动了，对小邱说：“你也就比我

大几岁，对我这么有耐心，和你相比，

我真是太惭愧了！”

他把藏在卧室里的煤气罐交了

出来，开始一日三餐按时吃饭，游戏

也不玩了，每天在手机上查找招聘信

息。小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帮他一

起找工作。现在，他已彻底戒了毒，

人也胖了，身体也好了，在一家房产

中介上班，还找到了心仪的女朋友。

这以后，老宋把小邱拉进了自己

的家庭微信群，把小邱当成了家里人

一样看待。

二郎庙社区是老居民楼，房子很

陈旧，墙外挂着各式栅栏、电线。八

十多岁的江婆婆在这巷子里住了七

十七年，三个儿子分散在南昌其他城

区，她舍不得搬走，有个头疼脑热、修

电修水的事儿，就找社区民警小邱。

我跟随小邱在社区走访，见到江

婆婆的时候，她穿着红布鞋，系着土

黄色的围裙，正在门口晒被子。江婆

婆很开朗，一头白发，微胖而红润的

脸，说起话来中气很足。她一见到小

邱就热情地打招呼：“邱警官，到家里

坐坐吧。”我问江婆婆知不知道邱警

官叫什么名字，她用南昌话爽朗地

说：“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就叫邱

警官，以前邱娥国老邱在这里，我们

就好熟，现在又来了个小邱，不管是

老邱还是小邱，都是第一好的人，帮

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好多忙。”她一边

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五

八零后陈欣，今年一月作为分局

情报大队负责人到筷子巷派出所就

“警务大数据的应用”进行授课。没

想到三月份就调到筷子巷派出所任

所长。

陈欣说，这次的工作变动，是一

种荣耀，更是一种挑战。就像每一位

新到筷子巷派出所的年轻人一样，他

不仅要把邱娥国为民服务的情怀传

承下去，还要不断运用新科技、新机

制、新手段，持续提升筷子巷派出所

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和水平。

陈欣对筷子巷派出所充满了信

心。因为他知道，所里的年轻民警

们，就是在为老百姓服务的工作中，

一茬一茬成长起来的。

此刻，筷子巷旁边的象山广场正

迎来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几位老人

推着婴儿车在散步，小朋友有的在骑

车、有的在拍皮球，大爷大妈们坐在

石凳上悠闲地聊天……广场四周，一

棵棵羽毛槭紫红色的新枝在夕阳里

反射着暖暖的春光。

题图为南昌市城市景观。

视觉中国

派出所派出所里的年轻人里的年轻人
朱干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