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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 62 事 业 ；
女 93 年 1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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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介婚姻中介
家电维修家电维修

本报记者 马彦如

“张王庙又称张大帝庙，是
华山历史上五座寺庙中最古
老、最大的庙，始建于南朝梁武
帝年间。华山古银杏王与庙同
庚，民间传说中是张天师所
植。”走进镇江新区姚桥镇华山
村的游客，常常会遇见被誉为

“华山通”的耄耋老人解小祥，
热情的义务为大家讲解华山历
史文化掌故。

华山村是一座具有3000年
历史的传统古村落，素有“江南
第一村”美誉。30 多年来，《华
山畿》和华山畿的传说代表性
传承人、华山村的古文化保护
协会成员解小祥，一直在默默
地为保护华山村历史文化遗产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民间艺术
传承积累宝贵资料

华山村因一曲《华山畿》及
华山畿传说，备受考古和文史
界专家的关注。2007年 3月 29
日，江苏省政府公布了第一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华
山畿》和华山畿传说榜上有
名。华山畿非遗名录的采风和
申报，解小祥功不可没。

20 多年前，我市已故民间
文艺家康新民率队到华山村田
间采风，解小祥全程参与陪同、
接待、介绍情况，为我市民间艺
术的传承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
艺术资料。他回忆道，“当时条
件艰苦，奔波田间地头、山上山
下寻找历史遗迹，全凭两条
腿。”康新民最后写出了上万字
的调查考证报告，证实华山村
就是华山畿传说的发源地。

华山村原有“神女冢”，也
叫“玉女墩”。2006 年，为配合

“申遗”，同时也方便游客参观，
解小祥自掏腰包花了600元，请
人制作了上书“神女冢”大字的
石碑树立在传说中“神女冢”遗
址。

出生于1938年的解小祥是
镇江新区丁岗镇葛村人，自从
1976年娶了华山村村中姑娘任
桂芬之后，便与历史悠久的华
山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
80 多岁的他耳聪目明，思路清
晰，步履矫健。在身体情况允
许的情况下，他每天都要对乡
野间的文保单位进行巡查，并
免费为前来游玩的游客讲解。
发现问题，他会及时填写《文物
保护巡查记录表》，并将情况立
即上报镇政府和文保部门。

从发动村民集资保护村里
的千年银杏树开始，到恢复张
王庙、修复太平门、朝阳门、迎
嘉门、安康门等 6大券门，再到
发动成立华山民间古文化保护
修复委员会，联络村里村外各
界人士共同保护和修缮老街、
老宅、老路、老桥……多年来，
他为保护华山村的文物古迹出
过钱，吃过苦，甚至受过气，但
他依然如故，乐此不疲。

他说，因为他的爱人任桂

芬生前就一直在积极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受爱人影响，他爱上
华山村，对这里的历史文化遗
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保护文
物就是为历史留下根，我要尽
力把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保
护好，传承下去。”

为华山人
守护千年“生命树”

在华山村，不仅有华山畿
的传说，还有一棵被称为“镇村
之宝”的千年银杏。古银杏树
位于村道上的张王庙、银杏山
房前，秋冬季节，一树金黄，壮
观而静美。据专家考证，这棵
银杏树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
史，现为华东地区最大最古老
的银杏树，在全国也排得上号。

在解小祥的心目中，这棵
银杏树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华山人的“生命树”。他
说，“这棵银杏树之所以存活至
今，是当地村民代代守望和努
力维护的结果。”

1990 年，银杏树突然遭雷
击劈开濒临死亡，解小祥心痛
不已，在当时村委会的支持下，
他动员村民们共募捐 1300 余
元，请南京和上海专家前来抢
救医治，对部分枯死的枝干、腐
烂的树皮和根部的空洞实施了
保护性措施。他说：“当时组成
了共有 100 多村民骨干参加的
古银杏树保护委员会，常年组
织护理，终于使其枯木逢春获
得新生。”

2013 年，在修村委会门口
路面时，挖掘机将古银杏
附近挖开一段约 1
米深的路基，准
备将整条路面
进 行 降 坡 ，
并铺上柏
油，古树
树 根 大
量 裸
露 ，流
出红色
汁 液 。
解 小 祥
非 常 着
急 ，立 即
向 各 有 关
部门电话反
映情况，在镇江
新区社发局及姚
桥镇政府的干预下，紧
急叫停了降坡修路工程，
古银杏再次避免了一场灾难。

解小祥同时还是华山老年
书画社、少儿书法辅导班的发
起人和组织者。1999 年，解小
祥和杨腊保等几位平日喜好书
画的老人提议，开办华山老年
书画培训班，免费培养对书画
有兴趣的青少年。20 多年来，
华山村老年书画社利用每年的
暑假假期举办华山村暑期免费
少儿书画班，培养了近千名中
小学生。

本报通讯员 符国芬 姜锁平
本报记者 马彦如

“您好，请佩戴好口罩，扫
一扫场所码！”近日，在丹阳吕
城镇水月情核酸检测点，身穿
防护服的志愿者开玲耐心地提
醒前来检测核酸的居民，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用爱心传递温度与正能量。

从 2017 年加入丹阳如意
慈善公益，到 2018年成为丹阳
如意慈善吕城分队队长，再到
如今如意慈善吕城分队成为拥
有 165 名成员的大家庭，如意
慈善吕城分队队长开玲用爱心
善心团结着每一个可以团结的
力量，以慈善公益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

助力乡村退役军人
渡过难关

“近两年所做的慈善事业
中，我最自豪的是帮助乡村退
役军人姜中定渡过难关。”开玲
说。

33岁的退役军人姜中定，
自幼父母离异，父亲生意赔本
欠下大量债务，姜中定和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靠姑姑资助长
大。2017年爷爷中风去世，奶
奶也瘫痪了，谈了女友后，姜中
定自己努力装修房子准备结
婚。眼看可以有个小家，他却
在2019年2月体检时查出得了
白血病，每月的治疗费用高达
3万多元，家中无力承担。

在一次听人说起这件事
后，开玲立即组织志愿者上门
走访姜中定家，了解相应情况
后，开玲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
就是“一定要帮助这位退役军
人小伙子，一定要帮助这个支
离破碎的家庭。”如意慈善吕城
分队当即商议决定“定捐 5
日”，并积极申请如意慈善总部
的爱心捐助，同时大家还帮助
姜中定一家定义核实“轻松
筹”。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纷纷伸出援手，短短不到 10

天，一笔笔善款通过各种渠道
传递到开玲手中，一条条祝福
的短信发到开玲的手机上。当
开玲带着 13 万多元捐款来到
姜中定的病床前，他的家属泣
不成声，不断地说着“谢谢”，表
达内心的感动和感谢。

爱心的传递不只是捐钱，
开玲想到，“仅仅这一次捐款就
够了吗？后续的医疗费怎么
办？”她向如意慈善总队申请长
期帮扶方案，联系丹阳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寻求帮助。在她的
努力下，丹阳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携手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启
动“致敬最可爱的人”项目，共
同关爱、帮助困难退役军人。

像孝敬父母一般
关爱孤寡老人

每年的端午节前夕，开玲
都会利用下班时间，和吕城分
队的志愿者们一起摘粽叶、包
粽子，忙得不亦乐乎。到了端
午节那天，开玲带着志愿者们
将粽子以及鸡蛋、咸鸭蛋等送
到吕城各个乡村 20 多位五保
户、低保户的老人手中。

“我的父母不在身边，在走
访过程中看到这些孤寡的老
人，就想起我自己的父母。我
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就像孝敬
自己的父母一般关爱他们，让
他们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这
是开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近两年来，在开玲的带领
下，吕城分队逢年过节都要上
门走访慰问五保户、低保户、伤
残人士、留守儿童等，共计走访
200 多次，共帮扶约 140 户家
庭，筹集善款计 30多万元。一
些五保户老人、空巢老人、困难
学子更是成了如意慈善吕城分
队的长期帮扶对象。

说起如意慈善公益事业，
开玲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志
向，做这些事，只是想用自己的
一点绵薄之力，尽力去帮助身
边人。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和我们一起，手牵手，共同来创
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为了进一步弘扬社会
真善美，寻找、褒奖更多身
边的平凡好人，打造城市文
明名片，2022 年 7 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继续联合
包括本报在内的全国60多
家媒体，启动2022年“最美
家乡人”评选活动。征集结
束后，本报将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从所有候选案
例中评选 10 个突出案例，
授予镇江十佳“最美家乡
人”称号。

“华山通”解小祥：

千年古村的耄耋守望者

摄影：马彦如

丹阳如意慈善吕城分队队长开玲：

以慈善公益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