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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庞赟 通讯员 陈昭）
近日，崇阳县公安局高枧派出所民辅警
及时救助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
鹰(斑头鸺鹠)。

“警官，我家门口有只小猫头鹰，
不知道什么原因飞不动了，我把它放
在小篮子里了，需要救助。”5月30日
一大早，家住崇阳县高枧乡的村民王
先生提着一个小篮子前来辖区派出
所报警。

接警后，民警对篮子里的“小家伙
儿”仔细观察，发现它的羽毛棕褐色，
有横斑，尾巴黑褐色，腿部白色，爪子
比较锋利，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觉

地望着四周。民警给它喂食的时候，
“小家伙儿”也不怕人，一口就把食物
吃掉，毫不客气。

经过林业站工作人员辨认，确认这
个“小家伙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
猫头鹰（学名：斑头鸺鹠，又名“鬼车”）。

通过对小猫头鹰的检查，没有发现外
伤，根据工作人员的经验判断，“小家伙
儿”应该是练习飞行的途中，因为体力不
支，导致被迫“降落”在村民家的大门口。

目前，“小家伙儿”被值班民辅警送
至崇阳县林业局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
护站，等它恢复体力、羽毛丰满，再择机
放回大自然。

小猫头鹰误闯村民家

警民合力救助“国保”动物
5月31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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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记忆馆，承载几多乡愁。咸
安区横沟桥镇凉亭垴村村民施仕维创
建的农耕生活记忆馆，展出的不仅是
乡村岁月流转的变化，也承载着珍贵
的时代记忆。

创建专业展馆

初夏，咸安区横沟桥镇凉亭垴村，
树木葱葱郁郁，沿着弯弯小路，一路上
车很少，节奏突然就慢了下来。

不知道拐了几个弯，车子在一个
院子里停了下来，“凉亭垴村农耕生活
记忆馆”字样的门牌映入眼帘，令人不
禁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53岁的施仕维正在院子里打扫
卫生，听清记者的来意后说道：“快进
来，正好也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院子虽不起眼，走进去才知奥妙
之大。从先秦到近现代，3000多枚货
币仿佛在诉说历史的变迁。瓷器瓷
瓶，大的瓦缸、小的瓦罐、完整的石磨、
残缺的石槽，靠墙摆成长长一行，还有
量米的升、没有秤砣的秤杆、放映影片
的铁箱……

“这些电影为啥一个个用铁箱装
着？”“之前农村放露天电影，都是那种
胶片形式的，拉出来长长一卷，所以你
们看，每个铁箱上面对应贴着影片名
字，方便找。”农耕记忆馆的每个物件，
施仕维都如数家珍，知晓每样东西的
年份、来历、用途，俨然一个资深“讲解
员”。

“说不清有多少了，加起来6000
多件总是有的。”施仕维说，收集这些
东西，他花了整整23年。

“农耕生活记忆馆的建成，不仅让
当地村民和游客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乡
土味，用印迹乡村的形式推进村落共
同记忆的回归，也助力当地成为生产
宜居的风景线，更成为文明乡风的根
与魂，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一笔宝贵精
神财富。”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说道。

打捞历史记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地喜
欢，你看这些农耕用品，现在的娃娃们

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年代，对以前老一
辈怎么耕田、生产、生活都感到好奇，
却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我们把这些
老物件收集到一起，什么是过去的农
耕文化，娃娃们一看就明白。”

现代化改变了缓慢而幽静的农村
生活，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这些传统
乡村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如今已经很
难在村里见到。

“但这些遗弃的老物件，都是过去
旧时光的记录者。”生意不忙的时候，
施仕维都在走村串巷，哪里拆迁了，施
仕维就去“寻宝”，断壁残垣之间，破碎
的瓦罐，施仕维会捡回来重新修补，看
上的物件，只要价格合理，施仕维也会
来者不拒。

搜集的东西渐渐多了，如何妥善
陈列就成了施仕维操心的事情。因缘
巧合，他打听到，咸安城区银泰百货商
场内，某个珠宝商家正准备换掉一批
玻璃柜台，施仕维马不停蹄赶了去。

“你们好，这个柜子大概几成新
呀？展柜里的照明灯还能用不？”施
仕维抹着汗气喘吁吁，一裤脚的泥巴
点。

一番交谈下来，商家得知眼前这
个相貌朴实的中年人为了办乡村展览
馆，从城郊一路赶来城区。品牌负责
人也被施仕维感动了，将一组展示柜
以实惠的价格转给了施仕维，并承诺
以后再有更换的柜台，优先联系施仕

维。
就这样，施仕维靠着多方奔走，给

搜集到的老物件们安装上了一个个
“格子间”。

施仕维并不是一个生来怀旧的
人，九十年代，他就做起了食品加工生
意。“一开始，我们这有点品牌的食品
基本上都是我代理的，赚的钱也基本
上都砸在这里了。”施仕维说，许许多
多原本就不起眼的东西，又在不起眼
的时候，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未
免有些可惜。

传承文化薪火

老物件在别人眼中没啥经济价
值，但在施仕维心里，每一个物件都有
农村的一段历史，一份记忆，一份文
化，一份乡愁。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但退出视野
的老物件是自古以来农村人民智慧的
结晶，是农村文化的根。我收集它们，
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记住乡愁，和现在
的幸福生活形成对比、珍惜幸福。”

“老施，又来客人啦！”每次有外地
游客慕名而来，乡亲们就马上给施仕
维打电话，他不管在哪里忙，都会第一
时间拿着钥匙赶回来开农耕记忆馆的
门。

为了方便就近料理场馆的大小事

宜，施仕维索性将自己的副食生意重
心转到了本地。“钱赚少点没什么，精
神上要富足。”现在，农耕生活记忆馆
成了凉亭垴村的“地标性建筑”，为家
乡做了点事，施仕维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幸福。

随着参观者越来越多，农耕生活
记忆馆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每次免费
向人讲解完，施仕维都将“传统不守
旧，创新不忘本”作为结束语，寄语年
轻一代留住乡愁，铭记历史，寻见未
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为美
丽乡村建设做一份贡献。

施仕维在收藏老物件的同时，也
不忘其建馆的初心，他希望能与高校
或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并多次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到
馆进行参观。通过吸引更多的人前来
参观学习，把记忆馆打造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以此充分发挥这些藏品
的作用，弘扬民族文化。

“我马上要去北京的研究所学习
了，父亲说等我学好本领，可以回家乡
来，发挥所长。”如今，施仕维的儿子从
考古专业毕业后，也在从事文物修复
工作。

“一家人对这项工作都是很支持
的，每一个老物件，都是一段生活的记
录。别人往前看，我觉得，我可以往后
走，为过去的生活，留下点儿东西。”施
仕维说。

咸安一农民自建村级博物馆

留住乡愁的农耕生活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