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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何峰

《皮划艇、涂鸦手工、
无敌小海鲜……吃货的亲
子时光，就在茅洋的花房
集市》

推送日期：2017年4月29日
推荐理由：暮春四月，花

样茅洋。海风是最美的问候，
温润清爽地拂过，抚平内心的
焦躁。落英缤纷，翠绿映碧
天，阳光已然灿烂，大地的气
息有些醉人。来茅洋田乐园，
邂逅乡村梦。

在水一方：上星期刚去过
茅洋田乐园，那里环境优美，
特别适合亲子活动，前面有一
个3D村，3D画在墙上栩栩如
生，令人神往。随着全域旅游
不断拓展和纵深推进，这里民
宿也相当有特色。

《墙会呼吸，地能暖
身。素心别院，私家院落中
的一段清雅时光。每个细
节，都是最好》

推送日期：2017年4月27日
推荐理由：生活可以很简

单质朴，闲居一隅，没有车水
马龙，没有喧嚣红尘。只闻花
香，不谈悲喜，读书喝茶，不
争朝夕。江北慈城走马街上的
素心别院，给你这一份朴实，
这一种情怀。

复鸣：我喜欢这里所有的
客房墙面，使用石灰加麦草混
合而成；我喜欢这里的游泳
池；我喜欢白斩鹅。

《一树樱桃带雨红！摘
下一颗放嘴里，沾染着绿
色的清香在身心里荡漾》

推送日期：2017年4月26日
推荐理由：舞腰浮动绿云

浓，樱桃半点红。高透明度的
蓝天白云，高饱和度的绿叶红
花，在一切色彩都浓烈芬芳的
时候，樱桃季，来了。

妙笔生花：流光容易把人
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
桃成熟季，满满口福季……

《把春天鲜甜的滋味，
固定在时间里，这是宁波
人的共同记忆。青山不老，
笋味绵延》

推送日期：2017年4月25日
推荐理由：笋，竹之嫩芽

是也。细雨霏霏，草长莺飞，
西周的山间，新笋萌出，拔节
有声，招引着人们一拨拨进山
掰笋，收获野趣。

姚虹翔：猪骨、火腿或咸
肉炖笋块，就是宁波老话里的

“腌笃鲜”，味道好极了。笋是
春天的妙物，其滋味鲜美，鲜
得不可方物，美也不知所云。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复
鸣

请中奖“乡粉”后台留下
联系方式，方便乡姑给你们发
稿费。同时，依然欢迎大家积
极在后台留言、评论，分享我
们的图文消息，或者分享你所
看到的乡下美景、好吃的乡土
美食……乡姑会定期选出若干
名“最佳互动粉丝”，送上50
元话费奖励。

本报记者 何 峰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通讯员 侯永波

从一个道路狭窄、旧房成片的
后进村，成为省首批美丽乡村特色
精品村，茅洋乡溪东村用了 5年时
间做到了；从一个集体经济几乎为
零的薄弱村，转变为宜居宜业的新
型农村新社区，溪东村用了 5年时
间实现了；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山
村，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溪东村用了5年时间达到了。

象山县茅洋乡溪东村坐落于小
大雷山脚下，还未进村，村口的幸
福湖公园就让人眼前一亮，一泓碧
水被如茵绿草包围，一架褐色的风
车热情地欢迎四方宾朋。她的美丽
与精致，让人感受到溪东的气派和
不同寻常。

沿着宽阔的水泥路漫步在村
里，山青、水秀、地绿、景美，整
个村庄好似园林山庄、度假别院。
源自山塘水库的东西两条溪道清澈
见底，与护栏一起成为别致的景
观。村内的参天大树“三步一哨、
五步一岗”，树龄百年以上的银

杏 、 香 樟 等
名 木 古 树 随
处可见。农家院落里，花坛栽绿、
护栏透绿、墙面挂绿，透着主人对
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一个个
庭院似一个个盆景点缀在村落里。

拆掉破败的容颜，拆出发展的
新空间。

“几年前的溪东，汽车只能开

到村口，里面
只 有 一 条 泥

路，房子也是破
败不堪的。”村委

会 主 任 石 夫 产 说 。
2011 年，日升集团董事

长石维坚返村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开始了溪东的“蝶变”之
旅。他经常放下公司业务，起早摸
黑带领党员干部建设村庄、造福村
民，为建设园林式村庄筹资出力，

“上午 6 时到村里，布置一天的工
作，8 时返回公司；晚上 6 时到村
里，和村干部商量遇到的问题和下
一步计划，11时回家”，这是石维
坚一天工作生活的写照。5 年来，
溪东投入建设资金 4000 余万元，
其中石维坚个人出资1500余万元。

当时的溪东村就是一个建筑工
地，白天是挖掘机的拆房声，晚上
是党员干部上门做农户工作的脚步
声。对整治中碰到的连片四檐屋、
余屋、遗留住宅、父母居住多宅等
问题，村里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分类
处置。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溪东
村就集中拆除了一户多宅、一宅危
旧房以及影响规划实施的农房 452
间，拆除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
盘活建设用地 50 余亩。通过“一
户多宅”整治，溪东村拆出了空
间、治理了环境、凝聚了民心，也
提振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

“环境好起来之后，我们开始
打造集功能、环境、形象为一体的
高品位农村社区。”石夫产指着村
农民会所告诉笔者。农民会所的一
楼是农民文化礼堂兼村民酒宴场
地，二楼是办事大厅、图书室、党
员活动室、多功能会议室以及办公
场所。而位于村口的灯光球场，设
有网球、篮球和羽毛球场地，是村
民健身的好去处。在幸福湖公园，
每到傍晚，村民就在湖边散步聊
天、看鱼鸭戏水，在这里健身、跳
广场舞、看露天电影，享受着悠然
自在的乡村生活。“这些设施，一
点都不比城里差。”石夫产自信地
说。

村中央是村集体筹建的集中式
居家养老公寓。“一户多宅”清理
整治过程中，最难解决的是拆除老
房子后老人的居住问题。2012 年
溪东村采用免费集中安置方式，建
成联排住宅5幢42套，老人一户一
套，可以无偿使用至过世，而房
屋、宅基地权属归还村集体统一处
置。同时，居家养老公寓还配套建
设健身公园、医疗服务站等设施，
并专门落实妇委会和老年协会进行
日常管理。一位正在准备中饭的老
奶奶笑着对笔者说，“现在的生
活，可比以前好多了。”

在打造美丽环境的同时，溪东
村积极发展美丽产业，确定把乡村

旅游作为强村富民的主要产业，让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2015 年，溪东
村 投 资 300 余 万 元 建 成 果 园 270
亩，红美人柑橘、杨梅、枇杷等采
摘基地去年开始迎客；修建了 2公
里长的环村游步道；村民办起了农
家乐和民宿，目前已有 100余张床
位。溪东还建成了象山最大的户外
烧烤基地，并配套了餐饮、茶室等
相关设施，可同时容纳千余人就
餐。通过招商承租，烧烤基地可每
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

随着茅洋乡成为宁波首批乡村
全域旅游示范区，溪东发展乡村旅
游的信心更足了。去年，溪东实施
了村居立面改造、休闲茶吧、桃山
果园等项目的建设，修缮了千年青
龙庙、700 余年的石氏宗祠、古石
碾子、古道山路等文物古迹。石夫产
说，村里今年将重建明清四合院及
点心、豆腐等传统手工艺作坊，新建
四季观赏花木精品园 55 亩，并修
建休闲凉亭，让游客住在溪东、吃
在溪东、玩在溪东、乐在溪东。

拆出建设空间拆出建设空间 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

象山溪东象山溪东：：山水雅境中的农村新社山水雅境中的农村新社区区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通讯员 王瑾琛

袁璧如告诉笔者，她出生在月
湖大书院 34 号，手艺学自擅长女
红的外婆。“记忆中，外婆每天端
坐在家，不停地绣呀绣。她绣的新
娘饰品供不应求，一套新娘饰品包

括绣花鞋、袖口、头面和裙子前襟
绣片等，收 3个银元，那时这可是
一笔巨款。”袁璧如说，她家族几
代在药行街从事药材生意，那时候
没有广告，外婆就在制作的香袋里
盛放几味有针对性的中药药粉，送
给需要的人，于是这小小的香袋就
成了家里药铺的广告了。

跟着外婆学会了手艺，却一直

没有时间施展。“年轻时忙着工
作，只是在工作之余偶尔为之。
1997 年 从 宁 波 医 疗 器 械 厂 退 休
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将手艺从记忆
中一点点挖掘出来。”袁璧如说，
她会制作 100多个品种的香袋和虎
头鞋，其中香袋保留了荷包、聚宝
盆、平安锁、宝葫芦等数十种宁波传
统造型，“记得外婆说，小孩满月要
穿虎头鞋，能‘辟邪’保平安，而且虎
虎生威胆子大。颜色也有讲究：蓝色
虎头鞋，取其谐音‘拦’，拦住不夭
折；红色能辟邪免灾；紫色则希望孩
子能顺利长大成人成器。”

袁璧如介绍，香袋的造型也承
载着制作者满满的温暖和美好的祝
福。她指着一个偏偏的宝葫芦形香
袋说，葫芦寓意吉祥、福禄，这个
香袋上有大大小小 6个葫芦，寓意
六六大顺；下面坠着五彩丝线，寓
意生活丰富多彩。让袁璧如自豪的
是，由于出生中药行世家，她制作
的香袋中的中药药粉配方是外婆传
授的独家“秘笈”。“总共由八味中
药配制而成，其中包括帮助胃疗的
木香、芳香理气的藿香、助眠的檀
香等。”袁璧如透露，佩戴这些

“老底子”的香袋真正能起到保
健、助眠、提升免疫力的作用。为
了让年轻人喜欢这一传统饰物，袁
璧如创新地在香袋中放入薰衣草
干，她表示香袋制作也要与时俱
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制作香袋和虎头鞋占据了袁璧
如退休后生活的全部。她制作的 3
双不同年代特色的虎头鞋被海曙区
档案馆收藏，制作的工艺绣球《神

州大地龙飞凤舞》曾获宁波市迎春
绘画大赛优秀奖。制作一双虎头鞋
有20多道工序，至少需要3天；制
作香袋也要在造型细节上下功夫，
费眼神费时间。不过袁璧如乐此不
疲，她说：“年纪大了，精力眼神
不如以前，更要抓紧时间，好好传
承这门手艺。”

现在除了经常在社区、街道、博
物馆、文化馆等组织的各种活动上
授课外，每周四下午，袁璧如还到江
北区实验小学给孩子们上非遗课。
每次她认真备课，手把手教孩子们
如何制作香袋和虎头鞋。看着孩子
们一次次进步，她非常开心。她说，
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人
学会这一手艺，“不能让这一‘老底
子’的传统技艺在我这一代消失。”

袁璧如袁璧如：：与时俱进绣香袋与时俱进绣香袋

溪东村的民居溪东村的民居。。（（何峰何峰 摄摄））

村口的农民会所村口的农民会所。。

村口的公园村口的公园。。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赤橙黄绿青蓝紫，20 万只大
小风车插满祠堂山山头，迎着和煦
的春风欢快转动，远远望去就像一
片色彩斑斓的花海，美得令人心醉
……这段时间，象山贤庠镇溪沿村
的灵溪风车文化旅游观光节刷爆了
微信朋友圈，引得众多游人慕名踏
访。“办风车节一方面是想吸引人
气，更重要的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我
们灵溪农业！”主办人、39岁的溪
沿村村民黄小昶说。

黄小昶曾是一位拿着“铲刀”
的包工头，在河北从事了 19 年的
建筑业，右脚脚踝还因在工地摔倒
骨折，至今钢板未拆除。随着建筑
行业逐渐不景气，一心想为家乡做
点事的他转而拿起了“锄头”，于
2014 年 回 到 老 家 创 办 “ 灵 溪 农
业”，在附近3个村承包290亩山地
搞起了生态农业。

从承包工程“跨界”到深耕土
地，初入“农门”的黄小昶付出了
昂贵的“学费”。第一年冬天，他
投资七八十万元种植的龙眼、荔
枝、番石榴等全部冻死，一棵不
剩。出师不利的黄小昶并未气馁，
从四川请农技师来指导种植。“我
承包的山地是沙石土，风又大，较
适合种植牡丹等低矮观赏类花木
……” 如 今 ， 他 已 成 了 “ 农 业
通”，聊起来头头是道。

目前，黄小昶的农场以种植猕

猴桃、樱桃、观赏牡丹为主，主打
无公害产品，“我们采用人工除
草、摘叶，再将草覆盖在果树根
上，腐烂后当作有机肥，平时也全
部施有机肥。”据悉，农场特地引
进了抗病强、水分多、口感佳的金
果猕猴桃，去年年初挂果已有 2万
公斤，“今年产量预计有 10多万公
斤，8 月底 9 月初采摘销售后，净
利润预计有 70多万元。”黄小昶告
诉笔者。

与此同时，黄小昶在四川德阳
广汉市“大展拳脚”。他承包了
1000 亩 地 ， 种 植 、 养 殖 双 管 齐
下：水果种植有四季果桑、樱桃、
红心火龙果等 10 多种，水产养殖
有小龙虾、胭脂鱼、俄罗斯鲟等。

“我们灌溉养殖水源为自涌泉水和
深井水，全部施用农家肥、有机
肥，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
据悉，黄小昶的灵溪农业在当地已

形成集休闲观光、采摘、垂钓、餐
饮、农业体验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农
业园区，连续几年被评为当地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今年，黄小昶打算将老家的承
包地打造成精品果园、风车基地，
继续走农旅结合道路，以一产带动
三产，用三产反哺一产，并辐射带

动村民走上致富路。此次他出资举
办风车节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希
望在打响灵溪农业品牌的同时，为
全村谋发展“福利”：节庆现场开
设的农副产品展由村民售卖绿壳鸡
蛋、笋、萝卜团等土特产，村里还
为游客设立了临时大食堂提供可口
的农家菜。

黄小昶黄小昶：：放下放下““铲刀铲刀”” 拿起拿起““锄头锄头””

黄小昶黄小昶 （（右右）） 在风车节现场布置在风车节现场布置。。（（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从 12 岁向外婆学习制作
香袋和虎头鞋，今年 72 岁的
袁璧如的这一手艺延续了整整
60 年，如今她成为区级非遗

“香袋制作”传承人。近日笔
者在海曙区白云街道丽雅苑小
区见到她时，她正忙着为社区
举办的“香袋制作”活动担任
现场指导。

袁璧如和她的作品袁璧如和她的作品。。（（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袁璧如的作品袁璧如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