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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烈华，男，1941 年 9 月

生，中共党员，余杭区环良渚

遗址党建联建金秋驿站金秋

党支部书记。原为余杭县第

一批业余文保员，一生致力于

良渚文化保护、乡土文化挖掘

创作、非遗文化保护传承。

本报记者 夏凌

杭州良渚街道港南村位于环

良渚遗址保护区内，村内遗址保

护星罗棋布，原余杭县第一批业

余文保员、83 岁的康烈华就住在

这里。

康烈华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光

都在书房里度过。屋内是装满书

的 书 架 ，地 上 还 码 放 着 一 摞 摞

书。往窗外望去，可以看到邻居

院子里的一根电线杆，康烈华说：

“1973 年，就是在这电线杆底下出

土了玉璧。”

作为良渚文化的民间宣讲者

和保护者，康烈华常说：“喜欢文

物不是占有它，交给国家才能发

挥最大价值。”

上世纪 60 年代初，康烈华受

舅舅影响，开始从事良渚文化保

护工作。1973 年，邻居家造沼气

窖，挖出 9 块大玉璧，康烈华上门

动员其把玉璧送到省文管会，交

浙江博物院收藏。2006 年，他儿

子在自家基地上造房子，施工过

程中挖出4块玉璧，他当即停止建

房，向良渚遗址管理所报告，19 座

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00 多件珍

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

文保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

康烈华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很

多村民不理解文保工作，也会有

一些盗挖者，康烈华所在的业余

文保员队伍时时关注动态，一旦

发现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

为了进一步做好良渚文化的

传播，康烈华专门著述和发表文

章200余篇，写下参与良渚文化保

护的种种故事，不断深度挖掘遗

址保护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基因，

为这片土地上的文物保护者、传

承者指引方向。

2020 年，港南村环良渚遗址

党建联建金秋驿站成立，康烈华

主动要求担任驿站金秋党支部书

记、银宣良渚文化服务队队长，带

领金秋党员积极宣传文物保护政

策，倡导大力保护良渚遗址。他

还带着文化服务队走进工厂、社

区、快乐假日学校 220 余次，给学

生、教师、老干部讲课百余场，受

益群众超万人次，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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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永庆，男，1951 年生，

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宁波余姚市银辉志愿者

联合会老科协分会会长、“银

智帮”科技帮扶银助团带头

人、河海大学兼职教授。

本报记者 夏凌

1966 年，奕永庆初中毕

业，回乡务农同时刻苦自学高

中课程，1978 年考入浙江水利

水电专科学校就读。“我靠着

学校全额奖学金才读完了大学，

因此对党和政府怀有深厚的感激

之情。”奕永庆说。

水利是奕永庆的毕生事业。

在余姚市水利系统干了 40 余年，

他研究推广“水稻薄露灌溉”和

“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累计

在全省节水 66.6 亿立方米，相当

于467个西湖的水量，为农民节本

增收 329.2 亿元，被誉为“浙江农

业节水第一人”。

勤于实践的同时，奕永庆还

善于总结、笔耕不辍，应水利部所

求，退休后出版了《喷滴灌优化设

计》《节水灌溉设备选型》等著

作。2019 年，获评全国“农业节水

科技突出贡献奖”。

“人给水以出路，水才会给人

以出路。”退休后的奕永庆继续

奔走在乡村的土地上，推广节水

技术，让农民少走弯路，让企业多

增加收益，用科技点亮共富路。

为帮助余姚农村发展特色产

业，奕永庆带领科技帮扶银助团

的老专家们下乡指导铁皮石斛、

灵芝等名贵中药材的品种选育和

栽培。为解决水资源紧缺制约企

业发展的难题，奕永庆深入企业

调研，制订“一厂一策”方案，为企

业提供以“雨水收集、循环利用”

为主的海绵厂区建设技术。为提

高渔业养殖绿色生态化程度，奕

永庆开启“接单”式义务帮扶，为

渔业公司解决5000亩甲鱼塘的尾

水排放不达标难题。

“把专业的科学知识传播到

千 家 万 户 ，是 我 主 动 找 来 的 实

事。”奕永庆说。近年来，他开展

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开展“科普

助力乡村振兴”巡回演讲，足迹

遍及余姚城区、农村和山区。

自退休来，奕永庆先后为本

地企业节约用水费用超 500 万

元，开展科普宣讲 170 余次，受众

超 5 万人次，持续用科技点亮共

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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