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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苗
听闻民国“奉化三先生”之一的孙诒成长于青云

村，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冒着酷暑，沿着古墙黛瓦

掩映下的青石板路，前往村中探访，了解先生专长文

史研究，与诗词为伍，宠辱不惊的处世情怀。

孙诒（1899-1949），浙江省第四师范讲习所甲

种毕业，是一位诗词家，早年就有《瓶梅斋诗录》四卷

传世。时人评其诗为“胎息放翁（陆游），上窥陶杜

（陶渊明、杜甫）”。

1939年 8月，陈布雷在他所主持的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内，附设了总裁事略编纂室，

邀请当时在宁波文学界颇具名气的孙诒、王宇高、袁

惠常任编纂员，开展《事略稿本》的编纂，侍从室同事

们称三人为“奉化三先生”。

《事略稿本》编纂采取分年负责制，依照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原有体例，

一脉相承，使成整体。它以事实汇集为主要目标，不

采用传记的方式，旨在保存数据的完整，使之成为历

史文献。当代民国史专家评说：“奉化三先生”经手

的这十年稿本，从资料搜集整理，到撰拟初稿、审核、

校订、誊录等，过程十分完整。

完成《事略稿本》的编纂后，“奉化三先生”则各

自散去。王宇高弃政从医，返还家乡宁波，做他的老

本行；袁惠常复为一介自由文人，客居上海，藏他喜

欢的书、交他爱交的文士墨客；刚逾五十的孙诒，于

1949年因病辞世。

行走在充满书香气息的青云古村，钦佩孙诒先

生潜心静气，研习文史的专注；感悟他诗词满怀，肆

意挥毫的洒脱，不免为生命的短暂而叹息。村中长

者感慨，读书治学，唯有抛却浮躁，忘我沉浸其间，才

能事半功倍，学有所成。

民国“奉化三先生”之一

宠辱不惊的
文史研究者孙诒

□通讯员 何好斌
又是一年水蜜桃成熟的季节，行走

在“书香桃源、剡东古镇”萧王庙，到处散

发着醉人的桃香。

蜜桃飘香销售忙

眼下水蜜桃大量上市，是林家村水

蜜桃地产交易市场最热闹的时候，从凌

晨三四点开始，每天前来卖桃的农户和

选购水蜜桃的购销商络绎不绝。整个市

场叫卖声此起彼伏，一片热闹，市场外的

公路上，也摆满了一车车桃子，呈现着一

派购销两旺景象，桃农露着笑脸，沉浸在

丰收喜悦之中。

在采访中，笔者见到了购销大户贝

来明，今天他又收购了几万斤水蜜桃。

经过多年积累，他的销售网越织越大，贝

来明说，今年的销路比去年好很多，每天

可卖出3万公斤左右的水蜜桃。

除了本地购销商，一家专门做宁波

地区生鲜果蔬的电商也将工作场地搬到

了林家水蜜桃交易市场，线上接单后现

场打包快递，最近几天销售高峰，每天发

货2000单以上。

奉化水蜜桃地产交易市场原为林家

村村民自发集聚销售形成的交易点，后

在林家村的组织下，在现有市场南侧划

定了一块 10余亩的土地，作为村民销售

水蜜桃场地。2002年由该村耕人书院

牵头在桃花盛开时于市场内举办“桃花

笔会”，因反响较好，在 2009年由街道组

织举办萧王庙桃花节。因林家村“天下

第一桃园”的成功打造，历年桃花节、桃

花笔会的举办，萧王庙街道的水蜜桃影

响力、知名度显著提高，奉化各地以及周

边市、县的桃农纷纷来该市场交易。由

于人数众多且缺乏管理，每年的交易季

节市场内部及周边秩序混乱、交通堵塞，

又因泉溪江 5号地块开发和桃子产业的

发展壮大，原市场已逐步不适应总体规

划，也无法满足桃农的交易需要。2013
年街道在现有市场位置征用土地约 17
亩，重新建设奉化水蜜桃地产交易市

场。在2015年街道投资600多万元再次

扩建桃子市场，将面积扩至 18亩，并将

地坪浇为沥清，新建管理用房 120平方

米，完善厕所、指示牌、钢棚等配套设施。

今年的水蜜桃产量较去年明显增

加，水蜜桃地产交易市场的集聚效应进

一步显现，市场内客商云集，日收桃万斤

以上收购大户13家，收桃小贩有5000余
户。

据水蜜桃交易市场管理人员介绍，

整个市场每天销售水蜜桃达 20万公斤，

特别是今年快递公司进驻以后，可以在

第一时间把新鲜的水蜜桃发送到全国各

地，大幅度提升了水蜜桃的销售量，减轻

了水蜜桃交易市场的压力，让桃农乐在

脸上，喜在心里。

种桃人家林雪辉

见到林雪辉时，他刚从地里回来，被

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孔，透着桃农固有的

淳朴。今年 51岁的林雪辉，是土生土长

的萧王庙街道林家村人，种植水蜜桃已

经 28年。用他的话来说，是闻着“天下

第一桃园”的桃花香、吃着山上的水蜜桃

长大的。

“最初的时候什么也不会，也没有地

方可以学，都是靠自己慢慢摸索的。”林

雪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颇深，“早

些年桃树发病，心里很着急，却没有太多

的办法。现在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问

农技站，方便多了。”

之前林雪辉并不种水蜜桃，20岁出

头的他曾跑到黑龙江养蜜蜂，每天风餐

露宿追赶花期，没有取得成功。23岁那

年，创业失败的林雪辉回到林家村，在山

上开了 2亩荒地，开始了种植水蜜桃这

份“甜蜜的事业”。

多年的经验告诉林雪辉，种植水蜜

桃主要是整形修剪、疏果施肥、防病除

虫、果实采摘这四个方面。很多东西嘴

巴讲讲很省力，真正在操作的时候要做

到“适时适度”，却有不小的难度。由于

掌握了比较全面的栽培技术，又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林雪辉一眼就能看出水蜜

桃生长过程中的“需要”，总能适时适度

地让桃树“满意”。

现在林雪辉共种植水蜜桃 20亩，有

良方、湖景玉露等 4个品种，最近正是水

蜜桃采摘最忙的时节。林雪辉告诉笔

者，每天晚上11点出门去山上摘桃，3点
半左右摘好，将桃子拉到市场上去卖，前

两天人也累倒了。

对于未来水蜜桃的种植，林雪辉有

着自己的打算：一方面是要发展早熟和

晚熟品种，延长水蜜桃的成熟时间，那样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集中上市，相对来说

不会这么辛苦；另一方面，要多和桃农们

交流，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知识，

提升水蜜桃的品质。

打响水蜜桃品牌

袁义刚今年 41岁，是萧王庙街道棠

岙村溪下自然村人，从父辈开始种植水

蜜桃。作为年轻一代的种植户，袁义刚

对于水蜜桃的销售有着自己独特的办

法。

今年水蜜桃成熟时节，袁义刚和 11
个志同道合的水蜜桃种植大户联合起

来，严格把关，统一销售，共同推出奉化

山地水蜜桃“阿拉布袋”品牌，扩大奉化

水蜜桃的影响力。

袁义刚介绍说，“阿拉布袋”的名称

一方面是源于奉化水蜜桃的历史，相传

是布袋和尚（弥勒佛）带到长汀村的瑶

池蟠桃，展示奉化人对水蜜桃品质的执

著追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弘扬弥勒文

化，传递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让消费

者更全面地了解奉化。

作为“中国水蜜桃之乡”，奉化水蜜

桃生长在低山丘陵地区，种植过程中坚

持物理除草除虫，用有机肥代替化肥，

无论从果型、色泽还是口感方面来说，

都是优质的，这也是很多外地桃要冒充

奉化水蜜桃的原因。

“销售水蜜桃，产品质量是最关键

的。”袁义刚告诉笔者，“我们在水蜜桃

的果型、重量、色泽方面都有严格的标

准，哪怕有一点瑕疵都会淘汰掉。哪怕

少卖一个，也不会因为产品质量，损坏

了奉化水蜜桃的名声。”

据了解，目前“阿拉布袋”水蜜桃的

销售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分设

在杭州、义乌、温州、宁波等地的直销店

销售，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售

卖。根据前期的销售情况来看，效果非

常不错。

作为“阿拉布袋”品牌推广的第一

年，袁义刚坦言，很多东西还处在摸索阶

段，但是对奉化水蜜桃的品质非常有信

心，对于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也很有信心。

“现在奉化在发展全域旅游，接下来

也想好好去规划一下，尝试着开拓一个

水蜜桃采摘区域，供游客前往体验，带动

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还有就

是想开发水蜜桃干、水蜜桃汁、水蜜桃酒

等产品，延伸水蜜桃产业链，提升水蜜桃

的品牌影响力。”

水蜜桃酒初酿成

在萧王庙街道云集村良浪溪自然

村，有这么一家企业，因为每年目睹桃农

熟桃卖不完，白白扔掉太可惜，就想着能

够研究一条路子，帮助桃农“消化”成熟

的水蜜桃，延伸奉化水蜜桃产业链。经

过一年的研发尝试，终于酿制出了一款

散发着浓浓桃香的水蜜桃白酒。

近日，笔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

水蜜桃白酒的研发企业——宁波弥香源

果酒有限公司探个究竟。刚走进酒厂的

大门，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清新而

醉人。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笔者看到，一

箱箱清洗干净的水蜜桃整齐地码放着，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四五个工人正忙碌

着将水蜜桃摆放到传送带上，送进机器

去核去皮，打磨成粘稠的桃浆，然后通过

管道直接灌进发酵缸，加入配料后发

酵。“从水蜜桃打浆、发酵，到酿出白酒，

大概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酒厂负责

人郑亚龙说，“我们这个水蜜桃白酒有 45
度，果香很浓，口感非常好。”

郑亚龙告诉笔者，酿制水蜜桃白酒也

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年 4月，他去

温州拜访一位战友，正好碰到战友在酿制

猕猴桃酒，他因此受到了启发。

“我们奉化是中国水蜜桃之乡，相比

猕猴桃，味甜多汁的水蜜桃用来酿制白酒

那是再好不过了。”郑亚龙回忆说，“回来

以后我就找了酿酒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

起研发水蜜桃白酒，最终获得了成功。”

据介绍，去年郑亚龙一共收购了 15万
公斤水蜜桃用于研发试验，经过设备改

进、技术改造后，酿酒工艺逐步稳定，具备

了批量生产的条件。

“7月 1日开始，我们到水蜜桃市场大

量收购水蜜桃，每天收 8-10万斤左右，今

年计划收购 250万斤。”郑亚龙告诉笔者，

“成熟的水蜜桃不方便长途运输，我们的

初衷也是想帮桃农增加点收入。”

目前，水蜜桃白酒已经尝试在市场上

销售，较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也给了企业很大的信心，接下来将不断

拓宽销售渠道，打响奉化水蜜桃文化品

牌。

“酒香也要勤吆喝，现在市场对我们

的水蜜桃白酒评价不错，我们也要更好

地回应消费者的期待。”说起下一步的营

销计划，郑亚龙胸有成竹，“我们已经设

计了崭新的包装，组建了专门的销售团

队，制定了详细的策划，在明年 9月之前

打开宁波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

不仅知道奉化有漫山遍野的桃花，有甜

而不腻的水蜜桃，还有回味悠长的水蜜

桃酒。”

图为工人正忙着研磨桃浆。

蜜桃成熟 香飘万里

醉美桃乡萧王庙迎来“甜蜜季”

□通讯员 何好斌 曹雁
本报讯 7月7日上午，萧王庙街道

假日学校暨“春泥计划”暑期班开班仪式

在青云村举行。今年，假日学校在往年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通过改善课程设

置、更新办学理念、创新教学方式，增强

学生对假日学校的认同感，凸显萧王庙

“书香桃源、剡东古镇”的品牌特色。

展现品牌特色 改善课程设置

开班仪式上，志愿者为青云村学生

带来一堂“中华文明礼仪”课，通过示范，

教会小朋友作揖礼、鞠躬礼、迎客送客

礼、餐桌礼仪等各种传统文化礼仪，全方

位领略“书香青云”的传统文化；在林家

村“耕人书院”教室里，10余名小朋友在

志愿者的带领下，认真学习书法技巧和

字体结构等理论知识，并按照字帖临摹

练习，体验林家村农民书法“翰墨飘香”

的雅韵；在牌亭村假日学校教室内，一堂

针对青少年成长的心理健康课正在开

展，志愿者结合小朋友成长的阶段特征，

通过案例分析、互动游戏等形式，寓教于

乐，展现牌亭村勤劳务实的文化特色。

据了解，今年假日学校的课程设置

突出以文明礼仪、国学书法、象棋中药知

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辅以安全知

识、应急救护、心理健康等专题讲座，以

及美术手工、音乐游戏等小朋友喜闻乐

见的各类文体项目，兼具实用性与知识

性，体现大众化和特色化，努力做到“学

以致用，知行合一”。

紧跟时代要求 更新办学理念

“黛瓦白墙，翘角飞檐，先哲曾书写

鞠躬尽瘁廉明清正。世外桃源，袖里乾

坤，笔落如练红，农耕人家书算传承。我

们来自古镇千年，情系着山野云烟；我们

走向远大前程，建设着美丽乡村。我们

今天桃李东风，用青春放飞梦想；我们明

天茁壮成长，要古镇再现辉煌。剡溪水，

逐浪高，恰同学年少，眼底纤纤月，胸中

翰墨香。”悠扬的歌声响起，乍一听，以为

是新近流行的乐章，前往探寻，才知道是

假日学校新谱写的校歌，仔细品读，“书

香桃源、剡东古镇”“庙会文化”“农民书

法”等特色元素尽数呈现，竟回味悠长。

据介绍，今年萧王庙假日学校以弘扬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己任，结合萧王

庙实际，提出“爱国励志，文化传承，知行合

一，务实求真”的十六字校训，同时设计校

徽，谱写校歌。校徽校歌校训的形成，不仅

增强了同学们对假日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也推进萧王庙街道假日学校进入系统

化品牌化阶段，迈入新的征程。

突破传统课程 创新教学方式

据悉，往年的假日学校课程，主要集中

在“老师教学生学”“玩游戏唱唱歌”的模

式，通常以讲解教材上的知识，或者辅导学

生做作业为主，更注重课堂教学模式，相对

来说比较单调。而今年在课程设置上，结

合各村的主题特色文化，对理论课程、专题

讲座、手工娱乐等进行穿插编排，增进志愿

者和小朋友之间互动交流，不断活跃课堂

气氛，提升小朋友的学习兴趣。

同时，在假日学校开班之前，就为小朋

友布置了一系列“暑期作业”：做一件好事

“我为家乡添光彩”；写一篇心得“我在学校

的收获”；学一首歌曲“假日学校校歌”。旨

在倡导小朋友们带着目标主动学习，学有

所成，思有所得，让大家在快乐的学习氛围

中掌握有用的知识。

图为林家村假日学校课堂一角。

因地制宜促成效

萧王庙假日学校凸显“书香桃源 剡东古镇”特色

通讯员 王苗
本报讯 为迎接 8月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验

收，连日来，萧王庙街道结合迎检方案要求，通过紧

盯项目进度、落实督导检查、加强人员保障等措施，

全力冲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目标。

紧盯项目进度。对于此次整治，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坚定信心、狠下决心，定区块、定任务、定时间、

定人员，上下联动，倒排时间，精准施策，做好工程协

调对接，安排完工节点，督促做好施工场地的堆放清

理和路面修复，乘势而上啃下“硬骨头”，坚决打赢这

场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共整理赤膊墙 50余处，

蓝色屋面150余处，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

落实督导检查。街道主要领导牵头，对考察点

的布置、沿线道路等周边环境卫生、城镇秩序、镇容

镇貌的整治提升工作开展日常检查，确保现场整治

整洁有序；由街道纪工委牵头，结合各项工程的时间

进度安排，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确保工程保质保量按期

完成。

加强人员保障。组织街道干部、派出所、交警、

城管等部门负责现场整治协调；招募志愿者开展满

意度调查、入户宣传、现场解说、节点表演等活动；联

村干部牵头开展建成区房前屋后、背街小巷的环境

整治以及区块村民乱搭建的整治劝导。

紧盯项目进度 落实督导检查 加强人员保障

街道全速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通讯员 何好斌 张晶晶
本报讯 近日，萧王庙街道组织机关干部开展

以“党群心连心，共圆幸福梦”为主题的点亮“微心

愿”活动，让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基层，走进困难群众

家中，帮助他们圆一个小小的梦想。

活动前，街道组织办工作人员通过排查摸底，对

辖区内困难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单亲家庭等弱势群

体征集了 44个“微心愿”，并精心制作了“心愿墙”，

由党员干部自由认领，并及时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帮

助困难村民圆梦。

“虽然这次活动实现的心愿很微小，却体现了党

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体现了党员们的服务奉献精

神。”街道党工委委员陈静巨表示，下一步，街道将完

善“微心愿”平台，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加入到认领“微

心愿”的行列中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身边的困难

群体服务。

街道“微心愿”
认领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