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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70年，《台州日报》记录了这座城市的人与事，也承载了很
多人的新闻理想。在这群逐梦的新闻人中，就有一个通讯员，他
叫陈胡南。“它见证了我的青春年华”，这段青春时光，将陈胡南
和《台州日报》紧密连接在一起。

一

陈胡南，江西人，2007年大学毕业。广告学专业的他，机缘
巧合下却成了一名记者。陈胡南的父亲曾是村里一名出纳，因
被人诬陷，家里背负了多年的压力，好在最后法律给了公道。过
往经历让陈胡南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有人为老百姓说话”。

他喜欢上了新闻。
可惜，他却多次与《台州日报》擦身而过。“当时报考了两

次，但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也有机会到台州日报社工作，虽然没
有成行，但对它的感情一直在。”

椒江区新闻中心，是陈胡南新闻理想的起点。一开始并不
太懂新闻的他，只能反复琢磨《台州日报》及其子报《台州晚报》

《台州商报》。
刚开始走街串巷下农村时，陈胡南听不懂本地话，曾有老

人听他满口普通话，还以为他是“骗子”。下基层多了，他便学了
一些方言，采访时的几句“洋夹土”，终于派上用场。

虽然是新台州人，但因走的地方多了，陈胡南比很多当地
人都更加了解椒江。脚走得勤了，好奇心越满，敏感性越强，新
闻人的特质在陈胡南身上慢慢显现出来。

2012年，温岭市石仓下村的一眼山泉水，成了当地人心目
中的“神水”，遭到排队疯抢。抓住这个新闻热点，陈胡南想到了
椒江白云山上被居民热捧的山泉水。“我们把山泉水送去检测，
最后做了一期科普类新闻。”

有一天，陈胡南在路上遇到一位退休教师，老人手里的一
大袋药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聊他才知道，小小的一盒保健品
要好几千元钱，而且还不是正规渠道买的。

通过一番顺蔓摸瓜，陈胡南发现，一些不良商家专门盯上
退休老人，他们打着公益的幌子、聘请所谓的专家来讲座、搞免
费旅游、大打感情牌，设置陷阱骗取老人信任，最后吸取大量金
钱。他写下了题为《揭秘地下保健品推销的“吸金术”》的报道，
一见报便在当地引起话题。

关注民生越久，越接地气，遇到的基层新闻“养料”越多。公
交司机连闯红灯救人、路虎车主人行道上霸道停车背人、“烟头
爷爷”随身携带工具随时捡烟蒂、稻草绳成为“致富绳”、砖厂排
浓烟……那些散落在身边细小而鲜活的人和事，他都能够“逮”
着。当地很多读者也因此慢慢记住“陈胡南”的名字，很多人不
认识他本人，却叫得出他的名字。

二

从2012年到2021年，一篇篇扎实的报道，成了陈胡南最值
得回味的青春记忆。这段年华，还和台州日报社紧密联结在一
起。一个新闻人发光的日子，被《台州日报》及其子报见证了。

作为台州日报社的通讯员，陈胡南所采写的新闻，走出椒
江走进更大的平台，飞进台州其他县（市、区）读者的家。

“稿件能够上台州日报社旗下的报纸，是一份荣誉，也是一
种鞭策。因为我们要面对全市通讯员的竞争，它倒逼着你的新
闻稿件选材要新颖、质量要上乘、速度要及时、写法要鲜活，跳
出县（市、区）的视野，站在市级层面甚至更高层面去做这则报
道。”陈胡南坦言，台州日报社给了他更大的平台，激励着自己
去做一个更优秀的新闻人。

“同一个报道，本来只有几万人看，现在可能是几十万人
看。”特别是在新媒体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纸媒是很多读者唯
一的信息源，这种成就感不可言喻。“这个平台让正能量报道成
为更多人的美谈，让揭露社会不良面的报道接受更多人的监
督，从而引起市民的警惕，推动执法部门的重视并解决。”

在这个平台里，陈胡南也认识了很多有情怀的新闻前辈。
“做了十余年台州日报社的通讯员，报社的老师、前辈对于稿件
质量，对于一些关键新闻要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态度，以
及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在他们的
反复‘敲打’下，我的新闻素养、业务水平慢慢提高。”

去年5月份，陈胡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目前就职于台州湾
宣传文化中心。“现在也经常给《台州日报》供稿，以前以民生新
闻报道为主，现在更多的是时政新闻。”

70岁的台报还在成长，正如它见证了一批批新闻人的成
长。有人来，有人往，但它，一直都在。

陈胡南：最好的年华

在乡村拥有一个小院，房后是山坡地，有杨
梅树、枇杷树，朝南落地窗外种着迷迭香和香叶
天竺葵，门前的小溪流水潺潺。去后山捡拾柴禾
就可生火煮饭，是不是令人神往？相信这是很多人
的梦想。

梦想与现实只有一步之遥，尽管这一步是艰
难的，但总有人迈出了脚步——刘慧霞就是。四
年来，她梦想中的香草谷，日渐成为中高端科普
（研学）精品旅游线路。目前，香草谷已初步形成
集种植、提炼加工、手工制作、饮食文化为一体的
产业链。

一

革命老区温岭市坞根镇洋呈村，曾是红十三
军二师的师部所在地，近年来因刘慧霞在该村领
衔打造了香草谷自然科普教育基地（简称香草
谷），又被称为芳香村。

三面环山的坞根镇，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
势——区位上是温岭、玉环、乐清三个全国百强县
（市）的交汇处，纬度上是北纬28.3度，这一纬度是
全球精品农业产业的集聚点。

香草谷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地形为狭长山
谷状，香草工坊、香草甸园、香草文化体验馆、昆虫
馆等研学点沿洋呈溪散落于谷中。

今年元旦，香草谷正式开园，4月成功申报浙
江省科普教育基地，不久前获评省优秀科普教育
基地。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对刘慧霞夫妇和团队四
年来不懈努力的回应。

日前，在香草文化体验馆，记者见到了刘慧
霞。外表朴实、气质恬淡，既有学农者的接地气，也
有离地一厘米的文艺范。

“您是不是毕业于农大园艺专业？”一见面，记
者脱口而出。

“生于 1963年，1981年到 1985年，就读于杭
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刘慧霞说，“读的是
中文，但不影响我热爱别的。”

2016年，刘慧霞的先生颜雄刚从公务员岗位
提前退休，接手管理一个大型农场——东浦农场。
此后，夫妻俩抽空到全国各地农庄参观学习便成
了日常。刘慧霞甚至专程去了日本，了解那边的农
庄和手工坊。

刘慧霞说：“记得第一次接触香草，是在2016
年五一节。那天，朋友相邀到峨眉山山脚下的‘闲
云居’游玩。女主人种了不少香草，并送了一瓶迷
迭香纯露。此后，迷迭香独特的香味就留在记忆中
了……”

那会儿还没退休，刘慧霞业余种草弄花，闻香
品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先生老颜突然说不
想干了，可我已醉心于香草世界，欲罢不能，便马

上想到要寻找另一处栖息地。”
为什么是洋呈村？
很多事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刘慧霞退休前在

温岭市科协分管科普十几年，之前在温岭市委组
织部多年。在组织部时，部里组织结对帮扶活动，
刘慧霞选中了坞根镇一位男孩，从此结缘坞根。于
是，很自然地联系男孩的父亲，请他帮忙找地。巧
了，刚好洋呈村村集体从村民那里征收了几十亩
地准备搞农耕公园。一周之内，刘慧霞就与村里谈
妥价格签了合同，期限是19年。

放马南山，采菊东篱。在农场那两年，几乎所
有去过的朋友都说羡慕他们夫妇神仙般的日子。

有了香草谷，刘慧霞想让更多朋友共享。不到
一个月，就有20多位朋友，在没有一分回报承诺，
也没有到实地看过一眼的情况下，选择成为股东。

2018年12月1日，第一次组织股东劳动，8个
人参加，一口气种了500株玫瑰树苗。

“天然的氧吧，宜人的香草，欢愉的劳动，亲近
阳光和土地，远离封闭和孤独。”刘慧霞说，要在劳
作和芳香中慢慢老去。

二

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记得里面有一句
话：“迷迭香是为了帮助回忆，亲爱的，请你牢记
在心。”

后来读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文中提
到一大串植物名：麝香草、迷迭香草、罗勒草、乳香
黄连木……这些植物的名字自带芳香，读来心醉
神迷。

据说，世界上有 3000多种香草，常见的有百
多种。刘慧霞的香草甸园占地 30多亩，种了 60多
种香草。

采访当天中午，老颜掌厨，请我们吃玫瑰纯露
炖蛋和香草粽子等。甜粽子用了薄荷汁液，清凉爽
口；咸粽子里带有深沉内敛的木质香，说是腌制五
花肉时用了迷迭香。迷迭香长啥样？上来一盆小土
豆，金黄上面有灰绿的细长条。这细长条，就是迷
迭香。

午后，刘慧霞带我们闻香识草。去往香草甸园
的路上，芳香阵阵，所有感官仿佛瞬间打开，被抚
慰的感觉油然而生。香草甸园大棚外，香叶万寿菊
开着黄色小花，迎风送香。棚内温暖如春，每种香
草都配有文字说明牌，方便识记。

参观了香草甸园后，我们来到香水工坊。工坊
2018年9月23日（中国第一个农民丰收节）开工，
历时8个月完工。在这里，可以做香草纯露、精油、
香皂、洗发水、酵素等等。

“有这样一群 60后，因香结缘，相约花坞，择
一山谷，美其名曰‘香草谷’，倚水而聚，颐养天年。
遵循自然法则，遍种各类香草，潜心研制纯天然香
草衍生品，传播香草文化。打造‘香约花坞’品牌，
分享天然环保产品，倡导简约健康生活方式。”

香草谷出品的香草衍生品统一打“香约花坞”
品牌，这是推广语。

2019年5月，香水工坊建成后，一拨拨团队前
来打卡，成为小有名气的研学基地。

2019年 12月 18日至 20日，全国新时代综合
实践活动（劳动教育）资源建设现场会暨研学实践
教育大会在温岭召开。20日下午，刘慧霞受邀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手工皂体验课。

今年以来，“香草谷”与当地红军小学联合实
施拓展性课程教学计划，开设香草谷自然课堂，分
香草篇和昆虫篇。该校张文华校长说，这是学校最
受欢迎的社团课，因为孩子们不但能听到专家讲
座，还可以走出校园参观体验、参与手工制作，吸
引力很大。在此过程中，“香草谷”仅收取部分成本
费。截至目前，已上了20多节科普课。

刘慧霞介绍，对孩子们进行美的教育、爱的教
育，这是设计研学课程的初心。从最初的玫瑰花系
列课程再到木槿花系列、洋甘菊系列，每项活动的
主线都是传递爱自然、爱美好事物的理念。

三

香草文化体验馆隔壁，是昆虫馆，这是目前省
内唯一的乡村昆虫科普馆。

“怎么想到办一个昆虫馆？”
刘慧霞说，每逢花季，香草谷蝶飞虫鸣，生机

盎然，于是有了建昆虫馆的想法。这消息长了翅
膀，自筹建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昆虫
之美”“虫趣汇”等昆虫品牌，国家动物博物馆昆虫
展区负责人刘烨、昆虫学家张巍巍、“蜻蜓博士”张
浩淼、昆虫微距摄影师葛恩嘉等提供了精美绝伦
的昆虫生态照片。各级科协组织、坞根镇政府、洋
呈村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值一提的是，温岭一
位资深昆虫迷提供了上千种昆虫标本，并担任顾
问。

“看一次展览，领略一片森林。”刘慧霞希望观
展者有这样的获得感。

孩子们不光看展览，还拥抱自然开展田野调查。

今年5月，坞根镇中学八年级学生“昆虫科考
队”多次走进香草谷，参加“夜观昆虫”实践活动。
在老师指导下，“科考队员”分三组进行《香草谷蛾
类资源的考察研究》《蛾类的灯诱实验研究》《香草
谷油葫芦的观察研究》等课题研究。活动结束后还
写出了考察报告、举行了班级成果汇报会。队员程
永涵感慨：这次经历是难忘的，我第一次与同学搭
配活动，观察昆虫。它们遵循自然规律繁衍生息，
虽然短暂也在践行生命的本职。我想人也应顺从
自然而活，做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四

作为红色革命老区，近年来，坞根镇在传承革
命历史之“红”的同时，重视生态经济发展之“绿”。
新到任的镇委书记陈钢锋，非常关注坞根的产业
发展及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打造，并对香草谷的后
续发展寄予厚望。镇里希望香草谷继续发挥专业
和品牌优势，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12月17日，陈钢锋邀请朱炜东等人到香草谷
与刘慧霞面对面交谈，共商发展大计。朱炜东来自
中关村创客小镇，是中国科技咨询协会创业导师
工作委员会委员，三个月前开始常驻坞根，目前是
温岭市坞根镇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迷人的芳香世界。
中华华夏文化基金研究会文化艺术顾问、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客座教授刘振生老先生，
曾先后两次带爱人来到洋呈村调研，在香草谷流
连忘返。刘教授的爱人是一名画家，她说香草谷是
她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仓冈天心在《茶之书》中说：“茶道是一种对
‘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
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
探。”这么说，香道何尝不是？

刘慧霞的土地承包期还有15年，她说还可以
做很多事情。

去年，刘慧霞加入了 007写作群。其实，早在
四年前，香草谷开建时，她就开始在“香约花坞”公
众号发布《香草谷追梦记》系列随笔，至今发了40
多篇。在此，摘录一段作为结尾：

傍晚，送走客人后，香草谷一派静谧，翻看桌
上的《芳疗实证全书》，抬头见窗外天际翻红。推开
书，拉着老颜，发动车子，往海边开去……此刻，太
阳已落下，余晖映红了海面。渔船三三两两泊在岸
边。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都说温岭的日出在石
塘，又说温岭的日落在坞根，说的应该就是眼前这片
五彩斑斓的海面映衬着人们一脸的幸福和祥和吧。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对象提供）

刘慧霞的刘慧霞的““芳香世界芳香世界””

◀2019 年，利奇马
台风过后，陈胡南跟随
椒江民兵赴临海支援时
的采访工作照。

▲2015 年夏天，台
风天过后，陈胡南（左）
到章安农户地里了解农
产品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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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霞在昆虫馆给小朋友讲解 龙 楠摄

“天然的氧吧，宜人的香草，欢愉的劳

动，亲近阳光和土地，远离封闭和孤独。”

刘慧霞说，要在劳作和芳香中慢慢老去。

▲正在闻香的刘慧霞

▲刘慧霞带着孩子们采摘木槿花

▲采花归来

龙龙 楠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