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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张炜樱

今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湖州
市吴兴区爱山街道红丰西塘社区
的惠民坊已热闹起来。记者看
到，弘宇公益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身穿红马甲，忙着熬热粥、煮鸡
蛋、蒸包子⋯⋯周边社区的老人
们围坐在餐桌前，吃上了美味的
爱心早餐。

今年7月，弘宇公益志愿者协
会与区委组织部签约，成为首批

“四就近”公益服务单位。从那时
起，陈有方要为老人提供 10000
份爱心早餐的心愿开始逐步成为
现实。

暖心早餐点亮“微幸福”

陈有方介绍，今年年初，他带

领弘宇公益志愿者协会对爱山街

道 751 位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做了

入户需求调研分析，并组织“爱老

敬老”主题座谈会。几场活动下

来，他们整理出一张问题清单。

根据清单，陈有方了解到老年人

首要关心的是用餐问题，他便想

着为老年人提供爱心餐。

经过多方对接，志愿者协会

在红丰西村和下塘小区两个老旧

小区的交界处发起创办“惠民暖

心坊·暖心早餐驿站”。驿站采取

“政府主导+公益创投+志愿者服

务”的运作模式，为社区高龄老人

带来实实在在的关爱与帮助。

每天清晨 5 时，“惠民暖心坊”

准时开放，志愿者为 80 周岁以上

的老人准备多种免费餐食，同时

还为 21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

门。久而久之，这里不仅成为老

人享受早餐的地方，更是他们排

遣寂寞，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港湾。

退休后投身养老公益事业

上世纪 80 年代末，陈有方住

在爱山街道红丰西村社区，看到

社区里的孤寡老人日子艰难，他

心里不是滋味。在外奋斗多年，

退休后的他返回这里创办弘宇公

益志愿者协会。

这里 60%以上居住的都是老

年人，相邻的红丰和下塘小区困

难家庭就有 18 户 26 人，主要集中

于无劳动能力的老人。他希望发

挥团队力量长期为当地的老年人

提供服务，提升居家养老质量。

志愿团队日益壮大，陈有方向

红丰西塘社区提出申请，希望能长

期为附近的老年人开展养老服

务。在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

红丰西塘社区免费提供四间社区

用房，作为志愿服务活动场所。

尽心履职提升养老设施

2022 年，陈有方当选吴兴区

人大代表，开始了履职生涯。当

时，爱山人大联合市水务集团推

广“清亲好水”民生项目，免费为

老年人、残疾人等家庭安装智能

水表，以便随时掌握漏水、用水安

全。陈有方得知后积极自荐，成

为“清亲好水”站点负责人。

3 月走街串巷、走访入户，询

问用水难题；4 月对接相关部门，

争取“清亲好水”项目试点在爱山

街道先行；5 月大力宣传“清亲好

水”项目内容，整理辖区内特需家

庭名单；6-8 月，全程监督项目安

装入户、使用维护等工作⋯⋯11
月底，陈有方助力 1130 户居民完

成安装，更缓解了居家养老压力。

陈有方说，他打算将如何保障

老年人权益作为自己探索“养老服

务”课题的重点，常怀敬老之心、倾

注爱老之情、笃行扶老之事。

提供10000份爱心早餐

湖州这位人大代表笃行扶老之事

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陈欣怡 范汪洋 曾林

“如果没有张老的帮助，我真

的不知道怎么办。”近日，衢州市常

山县 67 岁的农技专家张法全来到

辉埠镇才里村，在村民朱大伯的蔬

菜大棚里帮忙，朱大伯满心感激。

朱大伯身患残疾，由于种植经

验和技术的缺乏，他经营的蔬菜种

植基地前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张法全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结对

帮扶，从种植规划、挖沟搭棚、喷药

施肥到采摘销售，全过程指导、全

周期服务。

“把脉”“问诊”“开药”，在“张

医生”的治疗下，朱大伯的瓜菜长

势变好，农场也顺利扭亏为盈，并

带动周边 5 户村民实现就业。除

了指导朱大伯之外，张法全也定期

“出诊”隔壁的黄坞岭村，指导听力

残疾人朱辉土开展蔬菜规模种植。

1978 年供职于县农业局蔬菜

办，退休后依旧执着于蔬菜瓜果种

植研究，45 年来，张法全一心扑在

农业领域。青丝变白发，不改的是

“事农”的痴迷与执着，不变的是作

为农业科技人员、心系村民“菜篮

子”的责任担当。

他是把学问做在田间大棚的

“草根研究员”。1978 年成为常山

县农业局一名植保员后，张法全带

着骨子里的那份执着，泡大棚、下

菜地，在田地里摸爬滚打，从一名

农业“新人”快速成长为农村实用

型人才。

没基础就买书看、没老师就自

己学，张法全潜心农业技术研究，

通过不断探索、反复实践，自学成

为蔬菜领域的行家里手。他参与

编写“浙江省标准化生产丛书”和

《西瓜、甜瓜标准化生产技术》；他

的“山地冬春甘蓝一夏秋黄瓜套种

模式”“大棚小西瓜长季栽培技术”

“大棚早苋菜一大棚丝瓜一大棚秋

冬芹菜技术”三个套种模式被收录

于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

编写的《蔬菜高效种植模式集萃》；

他撰写《大棚蔬菜生产新技术》《无

公害大棚小西瓜》地方标准 2 部，

累计发展小西瓜长季节栽培等示

范基地 30 多个，示范面积 6000 多

亩，获评国家高级技术职称。

他是用技术助力山区县发展

的“创新达人”。根据不同蔬菜幼

苗对光照强度和光谱性质需求不

同，张法全创新研发LED光源育苗

技术，不仅改变传统落后的育苗方

式，更帮助山区县农业生产突破

“靠天吃饭”的局限，获国家“863”

项目支持人、南京农业大学徐志纲

教授大力点赞。

衢州市农科院聘请张法全为

特约研究员，上海光明农场等龙头

企业聘请他为专家顾问，但张法全

始终心系家乡村民的“菜篮子”“钱

袋子”，他奔波乡镇西瓜一线讲解

西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助力春

耕实现开门红；他受聘为浙江艾佳

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顾问，

力推常山胡柚迈步国际，为“千万

工程”出力、为乡村振兴添彩。

土壤重茬导致病虫害、产量

低，一直是困扰果蔬种植户的大难

题。如今，张法全把“土壤重茬”作

为主攻方向，专门租了 2 亩农田潜

心钻研，已研究出西瓜等数种作物

的“重茬”技术，通过控制地膜、湿

度、温度等变量改良土壤性能，为

果蔬种植业彻底破解土壤重茬难

题带来全新可能，代表性研究成果

《西瓜地重茬技术》成功入选衢州

市银发专家精品课程。

心系家乡人“菜篮子”

退休仍奔忙于田间地头

陈有方为老人测量血压。

张法全（右一）查看蔬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