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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王珏

《每天卖脱销的网红
烤鸭，不仅是宁波人的乡
愁美食，还“飞”上香港人
的餐桌》

推送日期：2017年2月20日
推荐理由：在大堰乃至奉

化，叶美利家的烤鸭远近闻名。
随着大堰的生态旅游越来越红
火，叶美利家的烤鸭被游客口
耳相传，渐渐有了名气，不时有
宁波等地的食客慕名而来。

蓬蒿人：这个烤鸭太好吃
了，一点都不油腻。

《华东海岸线上最美
的蔚蓝港湾，遗落在东海
的项链。强蛟宁海湾，是你
心中那片海》

推送日期：2017年2月21日
推荐理由：独特的半岛美

食，保存完整的千年古渔村，
古老而神秘的岛屿，美不胜收
的滨海风光，千年人文沧桑
……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
节，去宁海强蛟镇，探秘“海
上千岛湖”，感受渔家生活，
聆听与海有关的故事。

似水年华：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这充满诗意的地方，
令人无比向往。

裘国平：今年夏天一定抽
空去游览，和着海风，品着美
酒，吃着海鲜，做个海上神
仙，享受生活的幸福美满!

《清净闲适，古朴清
源！鄞江这个小村正变成
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推送日期：2017年2月22日
推荐理由：精致绿化，别

致农居，美丽花园式庭院，走
在清源村，看一眼便再不舍得
挪开目光。村里还将重点发展
旅游经济，民宿正在建造；村
里特有的中华水韭被列入了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将打造一个
湿地公园；小瀑布有了雏形；
花海工程已经开工……

妙笔生花：在城市的钢筋
水泥丛林待久了，特别向往返
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可以让心
境彻底放松，养精蓄锐！

曹雄：山一程，水一程，
何处有桃源？清源村山水青
幽，田园静翠，不正是城里人
向往的山水桃源吗？

战友：清源山水青，世外桃
源梦。清净福田幽，山居闲人吟。

《乍暖还寒，寒绯樱烂
漫！在宁波植物园，遇见早
春第一抹绯红》

推送日期：2017年2月23日
推荐理由：寒绯樱又名福

建山樱花，与日本樱花不同，
花朵呈绯红色，花期在乍暖还
寒的早春，名副其实的早樱。
春天的脚步在慢慢逼近，宁波
植物园时下已是一片樱花灿
烂，一不小心沉醉其中，便无
法自拔。

琳超：樱花红陌上,杨柳
绿池边。春天渐渐爬上枝头，
灿烂的樱花如期而至。

姚虹翔：花事一波接一
波。花开花落，终挡不住岁月
的脚步。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实习生 李丙印
通讯员 胡燕红

初春时节，笔者走进东山村。
从山上观景台远远望去，连片的桃
园十分壮观。眼下，有几株桃树已
开始冒出花蕾，再过一个月左右，
这里将呈现“满树和娇烂漫红，万
枝丹彩灼春融”的景象。

东山村以前并不产桃，而是以
种水稻为主。该村负责人叶菜亦
说，中堡溪没有治理前，这一带地
势低洼，经常遭受洪涝。好多村民
只好选择外出打工，寻求出路。东

山村一度变成了一个空心村。
河道改直，堤防加固，挖渠引

水……中堡溪整治工程的实施，彻
底改变了周边村庄的生产和生存
环境。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民
开始种植水蜜桃。这一改变，也
让东山村彻底摘掉贫穷的帽子。
很多离乡的村民听说后，纷纷回
来种桃。村民陈克峰曾靠吃低保
过日子。种桃子发家后，他找到乡
干部，主动提出退出低保户名单。

在中堡溪两岸，万株桃树铺
展，为村民带来甜蜜生活。中堡溪
村以东山村为主阵地，连续举办东
山桃花节，打开了桃子销路，扩大
了桃乡品牌。村民们说：“以前是
我们挑着桃子到县城去卖，现在是
客商找上门来收桃。”

不仅如此，中堡溪村还以桃为
纽带，拉长桃产业链。在东山村村
口，总投资约 500万元、建筑面积
近 2000 平方米的桃文化广场正紧
张施工中。广场以胡陈桃文化为主
题，以胡陈四季农产品现场展卖为
核心，集文化展示、农产品展示展
销、电子商务、餐饮服务等一体。
主体建筑由桃文化博物馆和桃交易
市场两部分组成，预计今年下半年
建成使用。

今年桃花节，中堡溪将开通乡
村旅游线，做深农旅结合文章。笔
者注意到，东山村内建起了石制的
仿古牌坊、木质建筑的候车亭，以
及按照三星级景区标准设计的公共
厕所。村里还把一口古井和洗水池
修葺一新，在保持古韵的基础上，

增添了一分美感。甚至家家户户的
污水接出口也都用壁画和盆栽巧妙
装饰。

在一排排房子中，挂着“桃乡
农居”的农家院落最引人注目。笔
者走进桃乡农居 1号，看到楼上楼
下共有四五间客房，各种生活用品
一应俱全。桃乡农居 1号主人陈余
分说，乡政府动员村民把自家空余
的房间腾出来开发民宿，这项提议
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村民的响应。
目前已有 7户桃乡农居投入对外开
放。“现在中堡溪村名气大了，就
算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也会有不
少城里人前来村里住上几天。”

从水蜜桃种植、采摘向“吃农
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购农
家物、享农家乐”一条龙服务链拓

展，中堡溪村走出了一条“以农促
旅、以旅富民”的增收新路子。其
中，东山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
直接从事乡村旅游业，村民户均收
入超过10万元。

凭借农旅结合，中堡溪村先后
获得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市
级农家乐示范点、“市新农村示范
村”“市级旅游特色村”等荣誉称
号。东山桃园景区已顺利通过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创建验收。

胡陈中堡溪胡陈中堡溪：：

流水逐旧梦流水逐旧梦 归向桃花源归向桃花源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杨长乐 李 露

牡蛎，奉化人称“蛎黄”。奉
化的裘村、松岙和莼湖紧靠象山
港，是天然的牡蛎养殖地，养殖出
来的牡蛎品质佳，味道鲜美，是各

种菜肴所需的上好食材。其中，用
牡蛎加工而成的米豆腐是莼湖一带
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

据介绍，2010年 6月，米豆腐
制作技艺被列入宁波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米豆腐制作在莼湖一
带由来已久，过年吃米豆腐的习俗
大约从晚清开始盛行。如今，米豆
腐已经成为一道特色小吃，在奉化
城区和莼湖镇上的餐饮店里，一年
四季都能吃到。

吴家埠村村民周亚糯做了 10
多年的米豆腐，是莼湖镇几家饭店

的米豆腐供应商。每隔两三天，她
就要做上数十公斤的米豆腐。

米豆腐的主要原料为早籼米，
要求新鲜白净。早籼米通过浸泡、
磨浆、熬制等程序，烹饪时加以肉
丝、鸡白丝、蛋丝、牡蛎、冬笋
丝、鸡汁、肉汁、葱花等，吃起来
软硬适中、滑而不粘、爽口鲜美，
且具有易消化、不积食的特点。做
米豆腐必须用柴灶，因此莼湖本地
仅有少数几户人家在制作销售。

周亚糯说，米豆腐的制作颇费
精力，只有经验老到的师傅才能做
出软硬适度的豆腐。“选大米很关
键，米选不好，豆腐不会成形。”周亚
糯说，做米豆腐一定要用早米，而且
是一点都不糯的早米，因为口感比
较糯的粳米和糯米黏性太强。

大米经过几小时的浸泡之后，
按 12 的比例加水磨成米浆，然
后倒入锅内熬制，一边加热，一边
用竹子自制的米杖用力搅拌。煮米
浆刚开始要用旺火，米浆熬成糊状
时，改用中火，当米浆越来越稠，
火势也要随之减弱。做米豆腐是个
体力活，米浆熬煮过程长达 1个小

时，整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否则
容易粘锅。

米浆熬煮到什么程度出锅，最
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
锅早了，豆腐不能成形，起锅太
晚，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

“米浆熬好了没有，可以拿起米杖
看看，如果米浆不粘在米杖上就说
明好了。”周亚糯介绍，还可以用
调羹舀一点煮好的米糊，放到冷水
里，如果调羹上的米糊能迅速凝固
脱落且周边光滑，也说明米浆熬到
位了。

熬制好的米糊趁热倒入木制的
方形模子里，冷却后，一块晶莹水
嫩的米豆腐就成形了。周亚糯说，
1 公斤早米能做出 4 公斤米豆腐。
刚做好的米豆腐晶莹水嫩，拿在手
里似大块的果冻，要轻拿轻放；不
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米豆腐质地会
迅速变硬，待冷却后，一般都是被
切割成方块保存起来，外形与豆腐
极为相似。

米豆腐制作起来不简单，烧煮
起来也非常讲究。厨师先把米豆腐
切成筷子粗细的长条，往锅里放点

水，然后放进新鲜的蟹、虾蛄、牡
蛎、瘦肉丝。随后，依次放进米豆
腐、青菜丝、切好的鸡蛋丝一起
煮。煮沸以后，加盐、葱花等调料
起锅，一碗热腾腾、色香味俱全的
海鲜米豆腐就端上来了。

米豆腐里面的海鲜最好是放牡
蛎。把牡蛎加入米豆腐里烹煮，不
但能增加汤的鲜味，更能增添其自
身爽滑的口感，与其他配料相得益
彰。在没有牡蛎的季节里，也可以
用蛏子替代。过年时普通人家煮米
豆腐更讲究，常用鸡汤熬制，放入
冬笋丝、鸡肉丝，味道会更好。

品尝大海的味道——渔家美食米豆腐

本报记者 余建文

日前，记者来到象山大徐镇海
口村，徐家增的养虫基地设在山腰
的一块平地上。1000 多平方米的
钢架厂房里，地上建有一排排的养
殖池，每个池子三四平方米，高度
只 有 20 多 厘 米 。 其 中 的 两 口 池
子，覆着黑色的“土”，用小铲子
一铲，下面全是密密麻麻黑褐色蠕
动的虫子。

徐家增说，这是野生虻虫的幼
虫，还在冬眠中，“这几天我们准
备慢慢加温，让虫子苏醒过来，投
入生产”。

小徐所说的生产，就是让虻虫

吃掉厨余垃圾，把自己养肥后，变
作养鱼用的鲜活饵料。“虫子食量
惊人，长得也很快，只需一周左右
就能养到 3 厘米长，卖给养鱼企
业。而且其排泄物还是优质有机肥
呢”，在小徐看来，小小的虻虫就
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

在宁波，徐家增是第一个养殖
虻虫的人。“养虫子，纯属误打误
撞”，他自嘲说。

今年 35 岁的徐家增大学毕业
后，干过多种工作，也到江苏、北
京等地闯荡过。后来，他决定在老
家从事农业创业。象山养鱼业发
达，家禽养殖场也多，对鲜活饲料
需求量大，小徐瞄准这一市场，决
定养殖活体昆虫。

小徐告诉记者，他先后养过黄
粉虫、蝇蛆和蚯蚓，都不太理想。
蚯蚓长得太慢，黄粉虫养殖成本太
高，而养蝇蛆搞得家里苍蝇乱飞。

5 年前的一天，徐家增在家里
的垃圾桶里发现野生虻虫产下的幼

虫，个体大，像个蚕宝宝，吃起残
羹冷饭，速度很快。他就在家里尝
试养了起来，发现鸡吃了这种虫子
后，产蛋率和质量都有提升。上网一
查资料，他惊奇地发现，早些年韩国
就有规模化养殖虻虫用来处理厨余
垃圾的成功先例。后来，他带着虫子
到广东昆虫研究所讨教，“小小的虻
虫隐藏着一座富矿”，知道了虻虫的
价值后，小徐决定放手一试。

对于丈夫的养虫创业，当小学
教师的妻子很支持。家里养殖终究
不成气候，小徐向上级部门申请建
基地，妻子拿出陪嫁钱给予支持。
小徐说，这种虻虫幼虫虽然在象山
野外很容易找到，不过要养好，还
是有诀窍的。厨余垃圾不能太湿，
事先还要简单发酵，再喂给虫子
吃。此外，种虫越冬保温也有相关
的技术要求。经过反复试验，他琢
磨出一套有效的养虫方法。

经过不懈努力，最近两年来，
徐家增的养虫事业步入轨道。目

前，养虫基地与象山农业龙头企业
宁波七禾加百列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及当地大型养鱼企业都建立
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完整的厨余垃
圾处理——饵料生产生态链。该公
司承担着象山厨余垃圾的处理工
作。每天收集的厨余垃圾经过油水
分离和粗略清理之后，送入基地喂
给虫子吃。经过前期数月的试验，
用虫子对厨余垃圾进行生态无害化
处理获得成功，基地目前每天的处
理量有 4吨左右。另一方面，近半
年来，小徐的基地已向当地养鱼企
业提供了数千公斤的幼虫饵料，用
来喂养大黄鱼、鲷鱼等，效果非常
不错。

加百列公司董事长柴宏辉对这
个养虫项目的前景很是看好。他告

诉记者，目前象山城区日产厨余垃
圾约 20 吨，这样的基地只要建几
个，就可以实现“通吃”，“不仅成本
低廉，高效环保，而且还有产出，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眼下，徐家增养虫在圈内渐渐
有了名气，春节期间，陕西、湖南
等地客户通过网络，向小徐购买虻
虫的种虫，每公斤价格千元以上。
徐家增说，开春天暖之后，基地很
快就能进入生产状态，“养虫这条
路，看来是走对了”。

徐家增徐家增：：养虫创业养虫创业““化腐为宝化腐为宝””
徐家增万万没想到，几年前一次偶然的养虫试验，

竟然为自己开启了一条生态养殖创业之路。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

烟火是人家。”这是宁海胡陈

乡中堡溪村烙在游客脑海中

的印象。中堡溪村由方后、

中堡、东山、河头等自然村

合并而成。水蜜桃的种植面

积有 3000 余亩。这其中又以

东山自然村的桃园最负盛名。

渔家美食米豆腐渔家美食米豆腐。。 （（徐欣徐欣 杨长乐杨长乐 摄摄））

修葺一新的千年古井修葺一新的千年古井。。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红妆迎亲红妆迎亲。。（（李江林李江林 摄摄））

待天气转暖待天气转暖，，虻虫幼虫从虻虫幼虫从““沉睡沉睡””中苏醒中苏醒，，投入投入““生产生产””。。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虻虫幼虫虻虫幼虫。。

制作好的米豆腐制作好的米豆腐。。

切成长条的米豆腐切成长条的米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