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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地名是一种村落文化，有以居

民的姓氏命名的，如董家、李家、王

家，也有以山水形胜称之，如山门、

石井等，有用村庄位置来表达的，如

南坑岙、西畈，还有以动植物称呼

的，如万竹、杉树厂、猪头岭，也有以

神话或传说等流传成地名，如箭岭

等。但也不可望文生义，如严家田

居民不姓严，丁家坑没一人姓丁，宦

磡也没人做过宦官。闻说有地名为

严思坑村，这个村名由何而来呢？

笔者特地去村里了解一番。

车子经三溪村过青垫桥再经麦

田岗自然村，遇到一个岔路口，按照

路牌指示，往山上开，车辆稀少，路

只有 3.5米宽，但弯道足有 20多个，

路旁长满竹子、杉树等。远远望去，

山岙里零星分布着几户人家。到了

海拔五六百米的山头，有一排新楼

房，是村办公楼。当了多年村干部

的董士法介绍说，村名怎么来的他

不清楚，上世纪 50年代叫过“五爱

农业社”，60年代叫“五爱大队”，到

80年代就叫“严思坑”了。当地人

一直叫“严思坑”，也有人写成“严四

坑”。他猜是因为村里坑多，所以这

么叫。坑也指山湾，一个山湾就是

一个坑，一个坑就是一个小小的自

然村落，这里到底有多少个坑或者

湾呢？

他扳起指头一算，真的不少呢，

有大湖坑、小湖坑、太平庵、外花洞、

黄家山、小岙桥、塘冰田、白头岙、下

厂、上厂、外厂、前山、新屋里、上严四

坑、下严四坑、朵柱湾、梅树坵、青盘

坵、楼屋里、大炮头、横岩岗、赤后畈、

抱坵、下小湖坑，正好24个。

过去，这些坑里都住着人，坑与

坑、湾与湾之间有的相隔几里地，听

得见对面村民说话声音，但绕过去就

得走十几二十分钟。村里开会，光通

知就得半天时间。

位于村办公楼旁的朵柱湾已经

没多少人住了，大炮头、抱坵等自

然村早已消失，现在常住村民仅七

八十人，自然村也只剩下 6个。村民

有姓董、李、谢、曹等，董姓来自附

近的董家村王道阊门，大约有 100年
历史，至于曹姓什么时候迁来已说不

准了。村办公楼很气派，楼下可以给

村民办红白事用，楼上则是办公场所。

过去交通不便，出村都靠走，现在建了

公路，有了公交车，进出变得方便，村集

体年收入大约 20万元，村民主要靠外

出打工挣钱。

村里没一人姓严，过去也没听说

过有姓严的。村名就与严姓不搭界

了。根据想象，奉化方言 24 读“廿

四”，“严思坑”可能就是“廿四坑”。

嫌不好听，改成“严思坑”。这个村现

已撤并到三溪村，不管是“严思坑”还

是“廿四坑”，都成了一个记忆，也是

那一方人的乡愁。

“严思坑”与“廿四坑”

话说大堰话说大堰

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大堰镇实施“两山转化、两年

攻坚”专项行动的开局之年。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共建“我们的家

园”、行政村撤并、村级组织换届

等一场场攻坚大仗，该镇上下一

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宁波重要讲话精神，以

“十个一”工程为抓手，实施“两山

转化、两年攻坚”专项行动，倍速

建设“乡愁小镇、云上大堰”。

2020 年，该镇旗帜鲜明讲

政治，发展向心力。加强政治学

习，狠抓任务落实，聚发展合

力。打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常态防控主动仗；推项目，倍速

实施“十个一”工程；惠民生，

将民生实事办好办实，多项事业

取得新成效。

“我们要痛下决心补短板、抢

抓机遇追标兵，锚定‘乡愁小镇、

云上大堰’目标不动摇，持续做好

‘乡愁风貌更加精致、乡愁经济更

加活跃、乡愁文化更加凸显、乡愁

生活更加舒适’4篇大文章，持续

擦亮‘云耕、云居、云学、云游’4
张金名片，力争实现山区同步高

水平现代化，为奉化建成现代化

健康美丽新城区呈现更多窗口风

景、贡献更多大堰力量。”镇党委书

记宋炳林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五年奉献一个

新奉化”的决胜之年，也是大堰“两

两计划”的冲刺之年，大堰镇将以

“乡愁小镇、云上大堰”为总目标，抓

好“十个一”工程和“十件关键事”，

打造奉化“全域美丽”示范地、宁波

高品质民宿集聚地、长三角乡村旅

游目的地、全国乡村绿色教育先行

地，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确保“两山转化、两年攻坚”行动出

形象、见实效，交出“五年奉献一个

新奉化”的大堰高分答卷，以优异成

绩献礼建党100周年。

倍速实施“十个一”工程。开工

建设连山快速公路、稳妥推进镇级

集聚小区项目、推进飞地园区建设、

加快培育生态环境教育特色小镇、

深化文明创建、做强区域公共品牌、

抓好乡愁综合体招引落地、推进行

政村融合发展、保障柏坑水库扩容

工程、锻造大堰铁军。

抓好“十件关键事”。抓好美丽

城镇创建、农村住房改造、宿集村打

造、“云上大堰”整体营销、来料加工

扩面、老年助餐服务升级、水质清源

行动、盘活闲置资源、青年人才引

育、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全速奔跑 全力攻坚

“乡愁小镇、云上大堰”建设加速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日前，经大堰镇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人

大代表票决，该镇 2021年度政府

实事工程确定，分别是大堰来料

加工项目、三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大堰镇区饮用水管网改造提升

工程一期项目。

其中，大堰来料加工项目计划

投入资金 150万元，加大企业对接

力度，持续开发来料加工业务，培

育一定数量经纪人上联下接，同时

在有条件的村设置集中加工点落

实生产。力争实现全年加工总收

入 1200万元以上、全镇来料加工

从业人员达 1000人，稳定来料加

工企业 10家、经纪人 50人，累计发

放政策补贴 50万元以上，保障从

业人员人均增收 1.1万元以上，有

条件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的行政村

集体经济增收 1万元以上，实现产

业镇域全覆盖。

三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

划投入资金 880万元，对董家等 8

个行政村 4232亩农田实施高标准

改造。

大堰镇区饮用水管网改造提

升工程一期项目计划投入资金550
万元，实施建成区管网改造，涉

及大堰、后畈 2个行政村，提升改

造总管 4公里、支管约 15公里，惠

及常住户超 1000户，保障自来水

供给和提升水质。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把“每年

建好一批民生实事工程”作为提高

百姓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对

这些民生实事工程，均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尽快完成，提

高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图为大堰镇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八次会议现场。

强基础 利民生

大堰2021年度政府实事工程确定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伊丽 毛
节常）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老年人助餐服

务工作要求，丰富养老服务工作内

涵，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助餐服务，

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堰

镇迅速行动，探索开展符合山区特

点的助餐服务。

去年 12月 3日，该镇正式启动

山区特色的老年助餐服务，23个行

政村和 1个居委会的 170余位老年

人作为首批申请对象，第一时间享

受到了该项服务，老人们吃上了热

腾腾的新鲜饭食。

据悉，该镇主要探索实施“1+
1+X”助餐服务模式。“1”是指引进

第三方公司整合敬老院食堂资源，设

立一个镇域“中央厨房”，负责提供全

镇老年人的餐饮，并配送至行政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采取分批配送方式，确

保准点送达；另一个“1”是指在撤并前

的每一个行政村（共 40个）成立就餐

点，行动便利的老年人可集体用餐，增

加“家庭”氛围；“X”是指发动各村志

愿者及村干部，对行动不便的助餐对

象逐户送餐上门，从而提高老年助餐

服务的安全性和配送效率。

通过第三方公司配送和村干部

（志愿者）紧密配合，打通老年助餐“最

后一米”，让老年人不出门就能享受助

餐服务。

“云上大堰”开通幸福快车

170余位山区老年人居家享受助餐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近日，2020年度浙江省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公示，大

堰镇企业——宁波士林工艺品有

限公司榜上有名。

根据《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试行）》，

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原则上

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次。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将对示范基地在政

策、信息服务和市场开拓等方面

给予重点扶持，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的申报将在省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的基础上推荐。

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84年，是集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竹制品加工企

业，拥有从竹林基地到粗加工至

精深加工等 5个生产基地，总占

地面积 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650人，具

有年加工 600万件竹制品生产加

工能力，产品多次获得国际森博

会、省农博会金奖，是国家重点林

业龙头企业，荣获国家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标志、省林产品名牌、

宁波市名牌等荣誉称号。

该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质量

体系认证，FSC国际森林管理体系

认证，针对不同市场先后打造“士

林”“竹易家”“清风汉格”3个自主

品牌，产品涉及竹家具、竹厨卫用

具、竹家居用品、竹工艺品等 6大系

列上千品种，80%产品销往美国、德

国、瑞典等国际市场，是“宜家家居”

“双立人”“COSTCO”等国际品牌商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产品

畅销全球。

该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与柔性引

智相结合，依托“院士工作站”“宁波

市中林竹产业研究院”等科研平台，

与国内外顶尖专家建立良好合作关

系，打造企业创新研发团队。并与中

国美院、浙江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

学、国家竹子研究中心、国际竹藤组

织等科研机构建立稳定合作关系。

近 3年来，该公司获各类专利

2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承担各

级各类科技项目 8项，参与国家（行

业）标准制定 6项，连续两届荣获宁

波市发明创新大赛优秀奖、科学技

术进步奖。

士林公司获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堰镇专武干部王鲁迪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挽

救远方一位“90 后”患者的

生命，他也是我区第 11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近日，镇

领导看望慰问了在家休养的

王鲁迪，赞扬他生命至上、大

爱无疆的精神。图为镇党委

书记宋炳林看望王鲁迪。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点赞 后畈村南坑岙自然村老年人拿到爱心饭后畈村南坑岙自然村老年人拿到爱心饭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伊丽 毛
节常）近日，大堰镇常照村荣获“浙

江省文明村镇”称号。

常照村曾先后荣获省特色旅游

村、文明村、全面小康示范村、十

大洁美村庄以及全国首批绿色村庄

等荣誉，是幸福党建村，也是村规

民约示范村。近年来，该村依托历

史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挖掘古村

底蕴，发展生态旅游，动员全体村

民，活化“村规民约”。

该村通过加强组织管理领导、

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紧紧围绕“连山堰

情”文明风景示范线、幸福党建村等主

题，不断丰富景点内涵。利用村庄作

为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规范村民履约

行为。设执约队，创立全省首家以“民

约+公益”为理念的“时间银行”，村内

遵约守约、邻里互助、乡情常驻的良好

氛围已然形成。

未来，常照村将不断深化创建内

涵、发挥榜样作用，在建设“重要窗口”

中当先锋、作表率。

常照村获省级文明村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