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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温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报
业新闻社会活动融合发展论坛暨全国
媒体看温州大型采访活动开幕式上，永
嘉县委书记娄绍光一口气向与会的全
国媒体大咖们分享了四个永嘉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发展
之路的故事，其中故事之一就是养生养
老文化的产业化之路。

于是， 记者开始探寻永嘉县这个
浙江省第一个“中国长寿之乡”的长寿
“秘诀”。

今年
104

岁的陈菊叶老人，住在大
若岩镇大元下村。从永嘉县城前往大若
岩镇， 沿着

41

省道南复线一直往西北
方向走便到大元下村。这是一个被葱翠
青山包围了的幽静小山村， 面积不大，

约
3

平方公里，山林面积约有
8000

亩，

村口有一条溪流潺潺流动，缓缓流向楠
溪江支流。

朴实、淡泊、平和，不张扬，这正是
大元下村给人的印象。 在山上，村民不
仅自己种水稻，还种植了番薯、玉米等
各种农作物。“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气，喝
的是最纯净的水， 吃的是没有污染的
菜，老人个个身强体健。”大元下村干部
话里透着自豪。

当地人都说，正是这好山好水好环
境，修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老寿星。 在永
嘉县的

906

个村中，有百岁以上的老人
143

人，大约
7

个村才出一个，而大元
下村就出了

3

个，是目前县里有百岁老
人最多的一个村。

民政部网站近日发布信息，全国已
有

26

个省（区、市）出台高龄津贴补贴
政策，其中包括浙江。温州

2012

年已陆
续出台高龄津贴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已
实现政策全覆盖。 其中，永嘉百岁老人
每人每月补贴

800

元，全省最高。

永嘉县素以长寿闻名，不仅获评浙
江省第一个“中国长寿之乡”，而且一直
保持对长寿老人的关注与爱护。据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 一个仅有

96

万人口的
永嘉县，百岁以上老人总数今年已经达
到

143

人，较上年增长率达
9.16%

。

大元下村现有村民
1400

多人，陈
菊叶阿婆是最长寿的老人，她育有四女
二子。 我们到达村里已近中午，陈阿婆

刚刚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食堂吃完
午饭出来，拄着木拐杖，自己撑一把伞
遮阳，从另两位互相搀扶的老人后面独
自走来，步履稳健。

陈菊叶虽然个头不高， 身材瘦弱，

但说话时底气却很足。 她说，现在每天
过得简单，早睡早起，散散步，牙口好，

吃得也不错，生活十分满足。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这里的老人之
所以长寿，离不开三样：第一个就是勤
劳，的确，永嘉的长寿老人，绝大多数都
很勤快，只要手能提肩能扛，他们一定
不闲着；第二是心态平和，知足常乐；第
三，则是虽然普通、但营养均衡的饮食。

陈菊叶阿婆是怎么吃的？ 其实，与
常人无异。早饭，每天早上泡一杯牛奶，

或是来一点面条；午饭和晚饭，都是在
村里的养老食堂吃，三菜一汤，每天都
有肉、鸡蛋，搭配时蔬及豆类；从不挑
食，也不爱吃补品；偶尔还抿点儿小酒。

在大若岩镇，现有
133

位年逾九旬
的老人，除了有规律的作息、健康简单
的生活方式，当地一些老人的日常保健
手段还包括注重调息养生。这些都是长
寿的重要因素。

原来，“嘘、呵、呼、 、吹、嘻”六字
诀养生法，就诞生在这里。 南朝道教学
家陶弘景当时在大若岩镇隐居，首创此
诀。 现在，陶公洞也成了楠溪江风景区
的一处著名景点。

在永嘉的寿星中，

2011

年离世、享
年

116

岁的陈爱香老人生前居浙江省长
寿老人榜首

7

年之久。 去世前， 六代同
堂，膝下儿孙

260

多人。 目前，永嘉县最
长寿的老人是今年

108

岁的老人汪阿
叶，她已连续三年上榜“温州十大寿星”。

截至今年
9

月，永嘉有百岁以上的
老人

143

人，

90

岁至
99

岁的老人有
3372

人。

“送你一袋空气吧！”永嘉书院总经
理李作勤热情地说。

李作勤递过一个充气袋子，上面标
着“森氧袋”三个绿色文字，每个袋子里
装着

1500

毫升的空气， 取自永嘉书院
景区。 李作勤接待城市来客时，常常掏
出这个“土特产”。

这里的空气真好！ 徒步在永嘉书
院，深呼吸，鼻腔吸入一股新鲜空气，感
觉在身体里流动。

一些游客闻名来到永嘉书院也喜

欢要个“森氧袋”。“永嘉的空气非常棒，

尤其是永嘉书院瀑布旁，负氧离子高达
20000

个
/

立方厘米， 在浙江是空气质
量较高的地方。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意方
式，向外界推荐永嘉的空气。”永嘉书院
总经理李作勤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

在永嘉，人人看好“绿水青山和好
空气”，更是人人守护“绿水青山和好空
气”，仅永嘉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志愿
者就有

1500

多人， 他们守护着永嘉的
绿水青山。

“在永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能如此深入人心，关键是永嘉县委、县政
府有坚守绿水青山的战略定力， 并且在
坚守中让我们群众广泛参与。”永嘉一家
环保团体的人士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永嘉制订了
楠溪江流域环境保护规划，在中上游不
准发展工业， 严格控制养殖业规模，致
力打造一条真正无污染的河流。

但时至新世纪，全国工业化浪潮汹
涌，而永嘉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是城
市夕阳产业梯度转移的首选之地，每年总
有各种工厂纷至沓来要来落户，一些群众
也想快点发家致富， 各种诱惑太多了，永
嘉县委、县政府面临着各种压力。

永嘉的绿水青山要不要继续守护？

永嘉的发展要不要先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

2005

年
5

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到永嘉楠溪江等地考察时明确要
求，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生态
建设，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 两个多月后，习近平同时
来到安吉。 当安吉余村村支书
汇报到关停矿山时，还显
得有些不舍。习近平斩钉
截铁地回应：“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在接
下来的讲话中， 又用主要
篇幅比较完整系统阐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从此， 永嘉县委、县
政府进一步坚定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战略定力， 一届连着
一届抓， 一任接着一任
干，坚守生态“红线”，坚
定地走“两山理论”之

路，仅“十二五”以来，永嘉就否决了
20

多个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 并不惜牺
牲每年

25

亿元的工业产值，坚决“关停
并转”了

100

多家电镀、造纸、合成革等
重污高耗企业。同时，力抓“五水共治”，

实施“水乡建设百亿工程”， 计划到
2020

年投入
160

亿元， 建设近
800

个
治水项目。

永嘉县“养生文化的产业化之路”故
事中的主要人物是

123

位百岁以上的老
人，他们的长寿“秘诀”就是永嘉得天独厚
的养生资源和养生文化。“天下第一水”楠
溪江，全县

73.8%

的森林覆盖率，空气质
量全年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上。

完全可以说，生态环境是永嘉的最
大优势。 永嘉大半个县是国家的

4A

级
景区楠溪江景区，该景区为我国唯一以
田园山水风光见长的景区。

时下， 养生又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如何把永嘉的养生产业做大做强？ 永嘉
县委书记娄绍光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
不断进行顶层设计， 想办法引进养生项
目和民营资本。 现在，龙湾潭国家级森
林公园尝试

PPP

模式改革， 将民间资
本引入森林养生产业，走出一条从砍树
到看树、从观光到休闲、从赏景到养生
的森林产业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龚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