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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余杭

﹃
四无

﹄
粮仓陈列馆见闻

在这里见证中国粮食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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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军

无虫、无霉、无鼠、无雀——一座粮仓要做到

“四无”，何其难矣。

不久前，单位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杭州余

杭“四无”粮仓陈列馆。这是一座集粮仓粮油文

化、稻作农耕文化和粮食廉政文化于一体的专业

陈列馆，馆名由袁隆平院士题写。一番走访下来，

令人印象深刻。

“四无”粮仓实名叫仓前粮仓。仓前粮仓据说

起源于南宋时期的临安便民仓，彼时占地四亩，有

仓廒 12 间，用于储运漕粮和赈灾济民所用。

沧海桑田，现在的仓前粮仓由四栋单体建筑

组成，其中两栋老仓建于清道光九年（公元 1829

年），距今近 200 年历史；两栋新仓分别建于 1957 年

和 1963 年，1957 年的那栋还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

的仓型建造，俗称“苏式仓”，为余杭第一批砖瓦结

构沥青地坪的新式粮仓。四栋粮仓占地 1661 平方

米，加上庭院、走廊库区面积达 3500 平方米。由于

保护有方，又经粉刷，整个仓库遗迹古朴中透着一

股清新，院子内、墙头边，花草点缀，绿意盎然。

“仓内面面光，仓外三不留，堵住藏虫缝，刨出

越冬虫”，这是粮库摸索出的科学储粮方法。

早期储粮较为简陋。据当时的粮库保管员回

忆，粮库是改建的，就是在泥地上撒一层谷糠，再

铺上一层竹席，就开始存放粮食。为打扫粮库，保

管员要爬进地垄，把仓内、仓外、仓底、天井、庭院

彻底清洁一番，细致剔刮仓房梁柱、仓壁、地板孔

隙，清出虫茧和垃圾，再用纸筋石灰粉刷嵌缝做好

“防虫线”。对常用的通气竹垅、箩筐、芦席、麻袋

等仓具进行蒸汽消杀，之后定点存放、专人保管。

在一些较为特殊的时间点，比如过了谷雨节气，还

要扑灭漏网的越冬仓虫。到了黄梅季，则采取粮

面压盖，防止“麦蛾”发生。

经过粮库保管员的努力，粮库的虫害逐渐减

轻。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3 年，余杭在粮仓内外累

计清出垃圾 19800 公斤，剔刮清除虫茧、虫尸 700 多

公斤；1954 年上半年捕鼠 2500 多只。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人在四无在，四

无代代传”⋯⋯陈列馆的这些标语，诠释着“创业、

创新、节俭、奉献”的“四无”粮仓精神。在那个没

有先进设备和工具的年代，想要实现“四无”，靠的

就是人的坚守和努力。登房顶、端雀窝，爬地垄、

堵鼠洞，灭鼠保粮、虫口夺粮⋯⋯老一代粮食人用

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创造了中国粮食史上的奇迹，

打破了“粮食生虫 自古难免”的成见。

50 多年来，30 多个省市 130 多个考察团来余杭

考察学习“四无”粮仓经验，并有多个国家及世界

粮农组织的专家前来参观。

1954 年 1 月，当时的中央粮食部、华东区粮食

局和浙江省粮食厅在杭州召开授奖大会，分别授

予余杭“无虫粮仓”“保粮工作的旗帜”和“创无虫

仓先锋”的奖状和锦旗。同年 4 月，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还到余杭拍摄“无虫粮仓”的新闻纪录

片并在全国放映。

边走边看，一群先进人物谱映入眼帘。

保粮模范俞传秀，1919 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从小就体会到粮食的宝贵。1951 年 8 月，

俞传秀到粮库担任保管员，保管着上百万斤粮食，

深感责任重大。一次下大雨，仓库漏雨，接漏的盆

罐用完了，他就用自己的被子盖在粮食上。在他

的精心保管下，粮库成为全国第一批无虫粮库。

邢福河，山东淄博人，1930 年出生，无虫粮仓

创始者之一。1949 年 5 月随军南下浙江工作，先后

任 保 管 员 、粮 库 主 任 、粮 管 所 所 长 、米 厂 厂 长 。

1954 年 11 月获“浙江省一等保粮先进工作者”称

号，又被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命名为“保粮模范”，

同年应邀赴京参加“五一”观礼，随后赴各地介绍

经验。

⋯⋯

由 于 创 建“ 四 无 ”粮 仓 有 功 ，涌 现 了 一 批 先

进。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感慨：再平凡的岗位，

只要尽心尽责、廉洁自律、创新探索，也能干出非

凡业绩。

仓前粮仓 2013 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9 年 7 月陈列馆开馆。2022 年，经浙江省纪

委省监委、浙江省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复核

检查，余杭“四无”粮仓陈列馆被命名为浙江省廉

洁文化教育基地。

（作者单位：浙报舟山国际传媒文化交流中心）

徐甫俊

富春江畔，造纸之乡，2023 泗

洲纸文化节近日举行。

在这里，讲述着纸文化故事：

探讨造纸遗址保护、传统技艺传

承、匠人精神弘扬，展现以富阳竹

纸为代表性样本的中国手工造纸

技艺文化当代价值，传递中国纸

的多样性用途和独特魅力。

在这里，更不“纸”于此，书写

纸文化的新篇章。

书写纸的中华文明标识新篇

章。手工造纸技艺历史悠远、传

承延绵，呈现显著的连续性。坚

持自然为本材料特性、秉持匠人

匠心技艺内核，手工造纸以守正

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姿态

在 材 料 选 取 、配 比 调 适 、作 业 手

法、制作流程等方面不断改进优

化，展现显著的创新性。富阳竹

纸、宁化竹纸、夹江竹纸，泗洲造

纸作坊遗址、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泽雅纸源村，从之江大地到八闽

大地、自赣鄱大地至巴蜀大地，自

然生态与人文环境浸润的手工造

纸地域性之上，从原料到技艺，东

西南北中的手工造纸都凸显或发

自本源、或交融而成但高度一致

的 文 化 内 核 ，体 现 显 著 的 统 一

性。制作作业、传承保护、技术探

索、理论研究，不限于东亚，不止

于亚洲，在世界各地都呈现持久

持续的“手工造纸热”，在交往交

流、兼收并蓄中，我们既向外传播

着手工造纸文化，又自外汲取着

传承发展智慧，显现显著的包容

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纸和手

工造纸无疑是彰显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的闪亮标识。我们不“纸”于

此，书写纸的中华文明标识新篇

章。

书写纸的现代文明价值新篇

章。网络时代，数字化浪潮奔涌

而来，无纸化趋向激涌向前。然

而，潮涌之下，舆论的众说纷纭、

信息的转瞬即逝，反而凸显了纸

承载信息、知识、文化而经历岁月

洗 礼 、时 间 考 验 的 确 定 性 、权 威

性、可靠性价值。在信息记载之

外，从传统技艺展示的历史价值

到古籍经典修复的技术价值，从

文化创意产品的美学价值到物件

器物材料的应用价值，更至纸的

制造原料比选、成分配比和纸的

应用结构力学、生态科学等科研

价值，纸和手工造纸技艺亦展现

鲜明、显著的现代文明价值。

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交融，既追求物质满足、又

追求精神享受，既追寻器物外观、

又追寻科学机理，纸和手工造纸

技艺无疑是现代文明价值实现的

亮眼元素。我们不“纸”于此，书

写纸的现代文明价值新篇章。

书写纸的历史文化研究保护

新篇章。探望历史，手工造纸何

以立业——自然环境的禀赋，好

水、好竹奠定材料基础；人文环境

的 积 淀 ，匠 人 、匠 心 构 筑 技 艺 内

核。探究社会，手工造纸何以兴

盛——需求驱动，全社会重视学

习、注重知识的观念深厚，崇尚学

识、推崇文化的风气浓厚，纸作为

知识承载、文化载体而需求日益

增长；生产驱动，代代传习，技艺

技能传承的工匠传统日渐固化，

组织规模生产的社会关系日渐形

成，手工造纸技艺日臻成熟，造纸

作坊组织日益完善。于宝贵的历

史传承之中、珍贵的历史遗存之

上，我们拥有以手工造纸技艺传

承和造纸作坊遗址保护为基点探

究历史之文化风貌和社会机理、

推进宋韵文化传世与中华文明传

承的宝藏资源。

历史文化研究保护不是为了

单纯回溯历史、满足好奇，而是要

从历史中汲取思想智慧、传承精

神力量，手工造纸技艺传承和造

纸作坊遗址保护无疑是历史文化

研 究 保 护 的 独 特 内 容 。 我 们 不

“纸”于此，书写纸的历史文化研

究保护新篇章。

富春江畔，我们讲述精彩纷呈

的纸文化故事，擘画激动人心的

传承发展宏图。我们更不“纸”于

此，从这里出发，担负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奋力书写纸文化新篇

章。

（作者单位：中共杭州市富阳
区委宣传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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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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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书写纸文化新篇章

黄文波（作者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