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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红了，芦花白了，野鸭回来越冬了。近期，大堰的县溪里别有一番

冬的韵味，大片的芦花成了冬天一道独特的风景。图为县溪边上的芦花。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本报讯（通讯员 何瑜 赵
伊丽 毛节常）近年来，大堰镇箭

岭村围绕“保护饮用水源、整洁美化

村容、提倡垃圾分类、改善人居环

境”目标，着力打造“零污染”村庄，

目前全村生活垃圾减量75%以上，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100%，

村民垃圾分类的自觉已逐步养成，

村容村貌环境品质明显提升。

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用，环

保卫士编织服务网络。组织村干

部、爱心乡贤、老党员老干部等，

召开工作动员会，提出打造“保护

饮用水源、整洁美化村容、提倡废

物利用、确保垃圾减量”的“零污

染”村庄目标；通过悬挂旗幔、横

幅，张贴海报、展板，依托农民信

箱发送短信等方式进行“阵地式”

“移动式”多渠道宣传，营造良好

氛围。依托村志愿者协会，实行

分片分组网格式志愿服务，累计

开展“奉献爱心，情暖箭岭”志愿

活动、村庄大扫除、草根三八节、

“假日里一堂不平常的课”等入户宣

讲、酵素制作、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

活动 40余次。分别组建箭岭党支

部微信群、“零污染”创建工作群、箭

岭村志愿者微信群、箭岭村妇女微

信群等，互相交流经验、探讨解决疑

难问题。自环保酵素试验田试种活

动开展以来，通过微信群，对生态水

稻的耕地、酵素施肥、种植整个过程

进行了动态发布与讨论，有效解决

了村民种植过程中的各种防虫病、

灌溉等问题。

垃圾分类植入家庭细胞，环保

集市打造兑换窗口。该村将垃圾分

类操作流程制作成《操作手册》，并

组织志愿者分组入户走访村民 100
余户，对垃圾分类、酵素、堆肥使用

和制作、水资源保护等内容进行重

点宣传与指导。截至目前，累计发

放宣传手册、倡议书 300多份。目

前，该村农户垃圾分类率达到 80%
以上，做到基本上人人会分类，相互

学习并监督。通过“洁美箭岭”微信

公众号，发布垃圾分类工作、环保集

市、志愿活动等进展情况，为村民提

供掌上信息的传送，分享村庄的蝶

变历程。截至目前，该公众号累计

发文 50余篇，转发量与点击量达 3
万余次。举办环保集市，回收垃

圾。该村设定每月农历十八为环保

集市日，采取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模

式，对有毒有害的农药瓶、农药袋定

价回收由农资公司处理，废电池、废

灯泡可折价换新，旧家电、旧衣被、

旧鞋帽、废纸、废铁、塑料、尼龙、烟

蒂烟盒、易拉罐、玻璃瓶、过期药品

等 23类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可在

环保集市上向志愿者兑换日常生活

用品。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 22期
环保集市，收集烟蒂 250余公斤、废

旧衣服3500余公斤，农药瓶8000余
个、农药袋近 4万只，各类塑料、尼

龙、玻璃、废纸、泡沫2300公斤。

堆肥试验应用生态农业，循环

利用减少农业污染。邀请国内专家

现场指导、讲解方法和交流经验，目

前，已累计开展环境保护、垃圾分类

等主题业务入村培训 22次。在专

家的指导下，全面分发家庭垃圾分

类桶，配备清扫分类和拖运分类车

辆，实现终端场地细分类。截至目

前，已累计发放家庭垃圾分类桶

649个、景观式木制垃圾分类箱 27
组。建立酵素制作基地，倡导酵素

自制方法，通过将糖、餐前垃圾、水

以 1:3:10的比例，将村民择选弃用

的瓜果、蔬菜等作为原料，生产制作

可用于清洁、洗涤、除臭等功效的环

保酵素。目前，已累计制成环保酵

素有机肥料 20余吨，培育酵素农业

基地80亩，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10
万元，增加村民收入 5万元。去年，

村垃圾终端处理站落成，调试安装

了日处理厨余垃圾 500公斤的好氧

动态堆肥设备，实现厨余垃圾变

“水”变“肥”的“零废弃”目标，制作

的有机肥可供村民免费使用，另一

方面，则用于村水稻试验田，以达到

改善土壤、防治蚜虫的效果。

循环利用保护饮用水源

大堰镇箭岭村：实施垃圾分类打造“零污染”村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近年来，大堰镇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积极探索高标准、可持

续发展，大力推动“建、管、用、育”

一体化，打好阵地建设组合拳。

截至目前，全镇已建成文化礼堂

30家，其中，去年新建成文化礼

堂10家。

加速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去

年，该镇新建了董家岙村、竹林

村、里车头村、万三村、王家村、西

堡岙村、下旺村、严思坑村、赵岙

村、山门村等 10家文化礼堂。在

文化礼堂建设中，结合各村村史

村情，坚持“一村一品”，努力挖掘各

村文化，突出本土化、特色化建设，

传承特色文化民俗、文化精神，让每

个村都拥有自己的特色“故事”。如

董家岙村的“茶文化”，因地制宜开

展高山白茶种植、采摘、烘焙等内容

的宣传推广，并结合大堰白茶文化

节在宁波南塘老街推广契机，打造

特色品牌。同时，在新建礼堂中同

步布置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确保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在基层落地生根。

保证礼堂常用常新。充分利用

建成的农村文化礼堂进一步向外展

示大堰的生态资源、风土人情、历史

文化。推动“万场活动进百村”常态

化，突出教育引导功能，组织策划常

态化活动。去年开展首届文化礼堂

节、象棋巡回赛、篮球巡回赛、美食

节、“我们的村晚”等活动，活动载体

丰富，内涵充实。截至去年底，共组

织开展 90余次文明实践活动，丰富

了村民文化生活。如大堰镇首届趣

味运动会暨“程磊杯”农村文化礼堂

象棋比赛在大堰村文化礼堂举行，

医疗下乡走进大堰镇活动在张家村

文化礼堂举行，“重阳敬老”在后畈

村、箭岭村、下旺村、竹林村等文化

礼堂举行。同时，根据上级部门部

署安排，积极完成电影放映、送戏下

乡、文化艺术培训等活动。

实施科学的考评机制。建立大

堰镇农村文化礼堂工作管理员队

伍，配足配强管理工作队伍，培育建

立志愿服务机制。建立群众参与评

价机制，积极征求群众意见，活动效

果接受群众评议。建立年度评优激

励机制，加强对文化礼堂管理运行

的考核力度，从管理要求、活动开

展、群众评价等方面对文化礼堂进

行综合考评。

推动“建、管、用、育”一体化

大堰镇打好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组合拳
去年新建10家

毛节常 赵伊丽
大堰镇里车头村在“第一尖”的

山下，一条小溪潺潺流过，也是甬江

的源头之一。为什么村名里有个

“车”字呢？听同事傅位文说过去可

能叫里船头，因为村庄从山上往下

看，村庄就像一艘船，夹在山岙里，

船是从东北向南行驶的，后来时间

长了就叫成里车头了。他们《傅氏

家谱》里道光甲申年(1824年)的《原

序》、同治已丑年(1865年)的《原序》

都已将里车头当村名了。

里车头多山少地，走进村庄四

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山，村前的山与

宁海的清潭、里岙村接壤，南面的横

溪岗也与宁海相接。傅伟文说前山

还有个仙人洞，他小时候去过，听说

有人在洞里打过牌九，但洞有多大

多深他没进去看过，怕有蛇虫“八

脚”，只记得洞口有一米高、七八十

厘米宽，呈不规则型。

虽然到了冬天，但山上毛竹树

木仍然郁郁葱葱，过去有民谣称“蜡

烛横放倒，柴株当棉袄，葛藤当糯

稻，蓑衣稻草是个宝”，可见当时粮

食之紧缺。那村民靠什么生活呢？

据傅位文介绍，傅姓是村里的大姓，

他们祖先来自福建，至今已有 300
多年，先祖定居时把福建嫩竹造纸

的技术也带来了，村民把嫩竹做成

纸，然后运到奉化城里、宁波城区去

卖，卖了纸再买油盐酱醋米等生活

必需品，那时没有公路，进出全靠人

力，傅位文的爷爷养了骡子，这比别

人省力了不少，还可赚点脚钱。为

纪念祖先带来的造纸技术，傅姓后

人去上坟，一定要在坟前放一张

纸。这个习惯一直传了 300多年，

别人看到坟前有一张纸，就知道这

是傅姓后人的坟。“过去村前屋后都

是腌嫩竹的料塘，现在这门手艺会

的人已经不多了。”傅位文说。

里车头村人富有创新精神，在

上世纪 70年代就已开办雨伞厂、胶

木厂、车木厂等，当时人们形容里车

头村是“电灯雪刮亮，机器隆隆响”，

一般村一个“十分工”劳力每天收入

还只有三四角，而里车头已达一元

二角多，来村里参观的人也不少，是

当时董李公社的一面旗帜。现在村

庄里静悄悄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只

有些老年人守望着他们曾经奋斗过

的这片热土。

虽然村民少了，但里车头村却

没沉寂过，她因附近的“第一尖”而

受到登山游客的青睐。有游客说，

“第一尖”仿佛就在人家的屋顶上，

冬天下雪了，山顶被白雪覆盖着，像

日本的富士山。村里沿溪修筑了通

往“第一尖”的路，足有四五里长，沿

着岙间这条平整的水泥路，一边徒

步前行，不经意瞥见小鱼在溪底游

来游去，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心头

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享受。当初

的小路现在都成了水泥路，前方是

一处登山基地，登山队员先在基地

集合，然后行至一座小庵旁，再由小

庵开始，大家全力向“第一尖”峰顶

冲刺。这样大大小小的登山活动至

今已举办好多届，吸引了来自宁波

周边的驴友们。里车头村也随着户

外运动的兴起而声名远播。

近年来，该村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文明村创建，村庄越来越美了，

枫杨和一些不知名的树木扎根在溪

边，为村庄遮阴护绿，小溪里修有拦

河坝，溪水碧碧清清惹人爱。屋里

屋外纤尘不染，地面照得见人面

……走进村委会主任傅良忠的家，

同行的老张、老王都被他家的整洁

程度惊呆了，连赞“极普通的农家能

达到这样的整洁程度实在罕见”。

傅良忠说：“现在都在搞垃圾分类，

我们村也要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

作，经济要搞上去，文明卫生也要搞

上去，努力让里车头‘这艘船’继续

破浪前进。”

访里车头

日前，共青团宁波市奉化区大

堰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镇党

委副书记张伟通、团区委副书记张

钦皓、镇妇联主席何瑜和镇青年代

表、村级青年代表、企业青年代表、

基层部门青年代表等 60 余人参

会。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

层组织选举规则》要求有关规定，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规定程序，

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宁波市奉化区

大堰镇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图为大会现场。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共青团大堰镇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看看我们的
插花作品多么美”

日前，大堰镇湖边桥村联合镇

成人学校举办一场由本村村民和各

村妇联主席参加的插花艺术培训

班。据村党支部书记王安君介绍，

组织村民参加插花培训班，旨在让

村民学会如何扮美家庭环境，彰显

美丽乡村建设的特色化个性化。

图为学员们在展示自己的插花

作品。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近日，大堰镇在文教路上建成“平安一条街”，组织人员深入大堰片、万

竹片人口居住集中地开展平安宣传活动，发放各类扫黑除恶、反邪教、打击

违法犯罪、预防电信诈骗等宣传资料 700 多份，增强群众自我安全防范意

识。图为在大堰公交站旁边开展的宣传现场。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平安建设在行动

县溪芦花冬韵

话说大堰话说大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