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施工的房子就是村里的小

学，估计春节后就可以使用了。与

卫生室一样都是框架结构，很棒。

陈正庭家的富裕程度在本村

属于中等。全家6口人，儿子、媳妇

在县城的制衣厂做缝纫，每人每月

3000 多元工资。孙子读小学 6 年

级，孙女读高一。

2008 年，他家花费约 20 万元

盖了新房子，二层小楼，很漂亮。

当时借了一些钱，现在都已还清。

正对着陈正庭家的大门，50米

外就是大明卫生室，卫生室旁有 2

间正在施工的房子，与卫生室一样

都是框架结构，很棒。

老人告诉我们，正在施工的房

子就是村里的小学，估计春节后就

可以使用了。

这个学校开设一、二、三年级，

是全村孩子读书的地方，只有一位

老师，学生共 6 人。如果孩子需要

上高年级，可以到几公里外的朱湾

小学，那个学校共有100多个学生。

陈正庭的孙子就在朱湾小学

上学，虽然只有几公里，但因为只

能靠步行，来回还是不太方便。所

以，陈正庭的老伴就在学校旁边租

了一间房子陪读，800元一个月。

好在学校有食堂，孩子的午饭

不用操心。

医院学校，
都是新房，很结实

大片的田地里满是葡萄架一

样的设施，上面缠满了藤蔓，不过

都已枯萎。指路的村民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们致富的法宝——吊瓜。

陈正庭的家在陈汉乡大明

村，离广福村的总路程只有 13 公

里，但我们却足足走了1个小时。

蜿蜒的山路让我们胆战心

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体，小于

90 度的急转弯比比皆是。驾驶员

说，这叫做胳膊肘子弯。

祖辈都住在山腰上的郑秀叔

老人说：“以前山路很难走，难得出

山一次，现在好了，水泥路修到了

家门口，闭着眼睛都能下山。”

听到这句话时，我们觉得有

些无地自容。而同时，从老人的话

里遥想多年前的山路，多年前山区

群众的生活，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通往陈正庭家的道路两边，

大片的田地里满是葡萄架一样的

设施，上面缠满了藤蔓，不过都已

经枯萎。指路的村民告诉我们，这

就是他们致富的法宝——吊瓜。

到达陈正庭家时，他正和老

伴一起收拾吊瓜子。就是这些瓜

子，每年可以为他带来近3 万元的

收入。

路修好了，
闭着眼睛都能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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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房屋造型修饰、交通道路

改造、实施村庄亮化、美化，如今的

河口组，已成为一个徽派建筑风格

与自然环境和谐融合的新山村。

离开陈正庭家的时候，我们看

到他家房屋一侧有一个公用自来水

龙头，当然，厨房里也是有的。这里

的自来水是免费的，而且是真正的

山泉水。

村里出钱，从山里找到泉眼，在

泉眼边建一个水塔，把泉眼的水引

入水塔。再铺设管道，从水塔通达

每一个农户家中，这山泉自来水就

自来了。

其实，这样的山村到处都是，而

为农户接通自来水也只是强农、惠农、

富农工作中，很细微的一项。归途中，

记者就被河口村的美丽所折服。

河口村河口组一共只有 65 户，

220人，却有自己的卫生室、养老院、

农民书屋等设施；在一片白墙灰瓦

的徽派民居怀抱中，还有一个巨大

的活动广场，供人们休憩、娱乐。

冒着山间的细雨，我们回到了

广福村。 明天，我们将前往千岭乡，

领略宜渔淡水面积全国第二大县的

湖上风光。

通讯员 孙凯华 记者 陈宝红

王涛/文 程兆/图

美好乡村，
亲眼看到才“惊艳”

吊瓜藤上结出美好新山村

记者采访吊瓜种植户陈正庭 乡村医疗卫生室

12月20日，宿松县陈汉乡，阴转小雨。
半夜里雪就停了，但整个上午天空都是阴沉沉的，中午还下起了雨。

吃过午饭，我们出发去拜访山民陈正庭，探寻这位63岁老人的致富秘诀，
聆听他的内心愿望。

第一是希望乡村里能有更多

的企业。第二是希望政府能发展

本地的吊瓜子加工产业。

陈正庭告诉我们，当地原本

没有吊瓜子。 2006 年，有嫁到广

德的闺女把吊瓜子种植技术带到

当地，大家开始试种。

很快，村民们就尝到了甜头，

一亩地可以收 250 斤以上吊瓜子，

一斤 15 元。一亩地的收入可以达

到4000元左右，是种水稻的4倍。

陈正庭除了自家的2亩地，又

承包了别人家因为进城务工而抛

荒的 6 亩地。现在，光是这 8 亩地

种吊瓜，一年的收入就高达 3 万元

左右。

另外，为了鼓励农户们种植

吊瓜，乡里还专门有补贴政策，一

亩地补贴种苗费200元。

虽然经济上已经比较富足，

但陈正庭还有尚未实现的愿望。

第一是希望乡村里能有更多

的企业，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村民们

在自家门口上班，不用离乡。

第二是希望政府能发展本地

的吊瓜子加工产业，现在大家收获

的吊瓜子都是卖到外地加工，如果

当地有深加工企业，不仅可以方便

瓜农，也能够发展地方经济。

瓜农梦想，
要有自己的产业

美好乡村建设——宿松县陈汉乡河口村全貌

陈正庭巡视自家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