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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万华村
变身“万花村”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练丽亚

“一路繁花相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很
多市民会想到万华村，“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
长放半年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这是海曙横街万华村留给去过的人的印
象。

谁能想到，当年饱受洪涝之患，还是一个
经济“塌底”村的万华村，如今已成为一处安
放文艺和浪漫的胜地。那么是什么让这个传统
意义上落后的乡村，变成如今富有繁华盛名的
美丽乡村呢？

怀着好奇，我们走进了这个拥有宁波最大
花田的“万花村”。

村民收入翻几番

万华村距离宁波市区大约12公里，驱车走
高速路前往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走进万华村，只见村落依山而建，村前阡
陌纵横，村内小桥流水……扑面而来的山野气
息，让人忘却了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坚硬和冰冷。

“先到屋里坐一坐，喝口水再到处走走。”
上午十点多，在一处二层白色小楼前，主人戴
中明热情地迎了上来。

不一会儿，茶水就端上来了，我们和他聊
起了天。

他告诉我们，他今年62岁了。六年前，多
数村民以种水稻或蔺草加工维持生计，生活捉
襟见肘。他家以种水稻为主，有六亩八分水稻
田，一年下来刨去化肥、农药等支出，年收入
满打满算也仅有七八千元。

这些钱对于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供孩子
上学来说，不可谓不艰难。“那时候，真是连病
都不敢生。”戴中明低着头说，头疼感冒都是自
己扛过去的。

很快，他抬起了头，表情转为明朗，“也是
天时地利，我们不仅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年
月，2012年还来了一位村党支部好书记，带领
我们建设新农村。”

戴中明口中的好书记，是宁波凹凸重工有

限公司董事长朱剑君，也是土生土长的万华村人。
“我们的生活现在改善很多，现在已经不种水稻了，只留了种菜的

地，其他租出去了，我自己和家里人在工厂里打工，土地租金加上打工
的收入，以及村中的补贴，我们家的年收入翻了几番，已经快四万了。”

他指着自家的房子说，“我家以前只有一层30平方米的小矮房，现
在盖成了二层的小楼，居住宽敞了很多。”

“而且不用再烟熏火燎地烧柴火做饭，现在都用液化气了。”平实的
语言中，透露出他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满意。

“花经济”带动花产业

万华村由原徐王、朱都敦、象南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共有11个
自然村，地域面积4.5平方公里，拥有本地居民2500多户，主要靠

“水”谋生。
作为较典型的“水乡”，水给村民带来了生计的资本，但是由于地

势低洼，在没有治理前，水也让村民年年饱受台风洪涝侵袭。
如何在现有的“水”上做好文章？我们了解到，经过一轮又一轮的

探讨和论证，朱剑君邀请了宁波市农科院和台湾的土地专家，对全村耕
地进行测试，最终决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水生植物。

于是，600亩荷花经济由此起步。
秋天的600亩荷塘，虽然没有了夏日“清圆一一风荷举”的曼妙风

姿，也不能“且掬荷香进酒杯”，但是极目依然壮观，风送水植特有的
清新满鼻，水上莲蓬正举，水下莲藕深藏，还有鸟儿岸边闲步。

除了改善生态，和可供观赏带动旅游经济外，莲子和藕还可以创
收，村民从此不仅不用再担心水患，还有足够长的产业链，可谓“一举
多得”。

围绕荷塘而建的回廊也颇具特色，人可以散步，也可以坐下来放空
自己，近距离观赏莲叶田田的美景。

万华村的荷塘令人流连忘返，但是500亩的天鹅绒紫薇花海同样让
人心中震撼。虽然十月份的紫薇花大多数已经凋谢，唯见紫薇花果垂垂
枝头，但是不难想象，其盛开时的壮美景象。

夏天紫薇花盛开时的情景惊艳了不少市民，让他们节假日慕名前
去，一帧帧置身花间的照片晒在朋友圈，美不胜收。

可以说，以“花经济”带动旅游等相关产
业，既盘活了土地、扮靓了乡村，又为农
民增收拓宽了渠道。

“以后游客多了，我们村
还会发展农家乐和民宿。”
戴中明一脸向往。

村中一处废弃的
学校旧址，具有深
厚的人文底蕴，已
经由宁波夏雨雨人
文 化 传 媒 公 司 承
租，即将打造吃住
一体的高端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