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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溪 村 是 集 士 港 镇 的 最 西
村，北与慈城交界，西和大隐隔
山相望。全村有 1500 多人，农林
资源和历史遗迹极为丰富且保存
良好，犹如一座宝库静待开启。

缓步走进村庄，穿村而过的
一条溪坑绵延近2公里，成为村内
别致的一景。“深溪村因这条溪水
得名，溯溪而上，是深溪村水的
源头——潘家田水库。”村党支部

书记柳国飞介绍，深溪村历史悠
久，周边散落着诸多历史遗迹：
鹫岭南坡山岙有明朝防倭兵寨遗
址，翁家村有长生禅寺，后山有
长生寺塔，寺前有明嘉靖皇帝给
柴经的敕命碑二块。村内还保存
着南宋汪大猷为其岳父母写的墓
志铭，其他的石锣鼓、石马等古
代墓葬雕刻也散落其间。

在茂密的山林中还藏着一条
安静的古道——鹫岭古道。“这条
古道还曾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
要塞道，当年许多村民自发拿起
锄头、棍子抗击侵略者。沿古道
翻至半山岭的小山头眺望，视线
所及之处是密密的森林。对面的
小山头属于余姚大隐镇。在交通
工具不发达的年代，村民一般带
着自家的农产品，翻山越岭来到
大 隐 镇 的 集 市 ， 兑 换 所 需 的 物
资。”

近年来，深溪村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昔日拥挤低矮破烂昏暗

的住房，变成了一排排整齐、明
亮 、 崭 新 的 楼 房 。 交 通 四 通 八
达，公交车也通到了村里。

如今的深溪村在山水之间，
依旧散发着灵动之气。“穿村的溪
坑是我们的母亲河，每一位村民
都很珍爱这一方溪水。”柳国飞笑
着说，前不久村里的巾帼志愿者
还 沿 着 溪 坑 开 展 了 一 次 “ 大 扫
除”。言语中，柳国飞对村里的60
余名巾帼志愿者赞不绝口，“多亏
了这些志愿者，村里大小活动才
能正常开展，她们个个都是好样
的。”

站在全村唯一的茶山上，百
亩茶林连成片像给大山披上了厚
厚的毯子。环顾四周，层峦叠嶂,
青翠欲滴，让人顿时心旷神怡。
据 介 绍 ， 深 溪 村 盛 产 茶 叶 、 竹
笋、蔺草等，传统农耕文化厚植
了村民勤劳朴实的民风。

“我们村里的经济收入不多，
但全村都充满着互帮互助、敬老

敬贤的良好风气。”柳国飞跟笔者
说，深溪村有超三成的村民是老
年 人 ， 许 多 年 轻 人 如 今 在 外 打
拼，是个典型的空心村。“但这不
影响我们村里老年人颐养天年的
幸福感。”柳国飞说，村里每年都
会从不多的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用
于敬老为老。去年，村头处还建
起气派的文化大礼堂，方便老年
人聚会、看戏。今年村里还要出
资改造老年活动室。

今年 54 岁的翁雪飞是一名巾
帼志愿者。今年年初开始，她义
务当起了文化礼堂的保洁员。对
于 这 个 决 定 ， 她 家 人 百 分 百 支
持。“村里最漂亮的房子是这座给
全村人建造的文化礼堂，我应该
出一份力。”翁雪飞说，自己平常
有的是时间，只要村里需要，随
叫随到。

良好的民风是块“宝”。深溪
村村委会主任翁小平说，村里大
伙都乐于助人，彼此多关照，独

居老人有邻居帮着，困难家庭有
全 村 顾 着 ， 山 林 资 源 有 大 伙 看
着，全村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画
面。

“关于村庄的长远发展，我们
有自己的初步规划。”柳国飞指着
葱郁的山林对笔者说，深溪村的
森林覆盖率很高，几乎保持着原
始风貌，而且村里的诸多历史文
化瑰宝“藏在闺中人未识”。今年
要在村里启动溪坑治理，未来希
望通过各方力量支持，挖掘村庄
的旅游价值，引入社会资本打响
旅游牌子，把深溪村打造成一个
市郊休闲旅游基地，让青山绿水
造福全村群众。

集士港深溪村：

静待开启的山水“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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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山而居，依溪而
眠。清凉世界里，听风，戏
水，试睡四明岚舍》

推送日期：2017年7月13日
推荐理由：宁波正式进入

“三伏天”，晴热全面出击，热
浪滚滚而来。进入“苦夏”，
感觉出门分分钟就要被融化。
在这个火辣辣的季节，最舒爽
的事情，莫过于躲到山里戏
水、听风、住民宿。依山而
建，傍水而居，借自然雕饰的
山与石、树与竹为窗景，借山
中鸟鸣、柴门犬吠作背景音
乐，将身心交与四明岚舍，交
付自然。大岚镇，四明山上，
罗汉谷旁，林深茂密，青山
碧水，可谓天然“氧吧”。罗
汉谷紧邻榧树潭水库，占据
着绝佳的地理位置，这儿的
气 温 比 市 区 平 均 低 6 摄 氏
度左右，溪流一年四季不断
水，实属避暑胜地。岚舍隐
匿在这片峡谷间，这里既有
古道、林海的意境深远，又有
浙东第一漂“四窗岩漂流”飞
流直下的激爽……伴着流水潺
潺的歌声，傍山而居，享受着
大自然赐予的草树鱼粮，原始
而浪漫。

大西瓜：夏日心中一直期
盼的，就是有一个能够让人忘
却烦恼的地方，有山有水，神
仙一般的地方。

宇轩：美丽的大岚，依山
傍水，天然氧吧，感受大自然
带来的清新空气，原生态环境
果然名不虚传！

一生何求：四明山上好风
光，乡姑美文真扎心……山一
程，水一程，今夜梦中岚舍
行。

《探索未曾品尝过的
美食，发现小众却惊艳的
美景……》

推送日期：2017年7月15日
推荐理由：对这个世界好

奇，不愿意拘泥于小小的一方
天地，我们步履不停，去探索
未曾品尝过的美食，去发现小
众却惊艳的美景，试图从中
窥得文化的底蕴和人文的内
在。

一个人打发一顿饭最好
的选择是什么？一碗热腾腾
的面！吃得大汗淋漓，挥汗
如雨，才是夏天最正确的打
开方式。

宁波几种名声在外的面
尝过吗？余姚黄鱼面，小黄
鱼肉质鲜美、鱼刺较少，做
法可以是简约风格，仅仅用
葱花辣椒点缀，也可以再加
点 多 样 化 的 食 材 ， 比 如 河
虾，海鲜与河鲜的碰撞，鲜
上加鲜！

奉化牛肉干面，不仅汤
底 香 味 浓 而 不 腻 ， 一 口 下
肚，牛肉醇正的口感在舌尖
上“跳舞”，此时再来一块厚
切的牛肉，一份满足和回味
久久不能消散。

我 们 是 你 身 边 的 活 地
图，带你找到宁波及周边最
好 吃 的 美 食 、 最 好 玩 的 去
处，找出冷门却让你一瞬间就
爱上的美景。

长胡子也不是大叔：看着
图片就想走一波。

姚虹翔：美食可以慰人
心，也可让人懂得美。多吃
点、多闻点、多看点，你会
发现这个世界也会多美一点
点。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李 露

奉化食点五花八门、异彩纷
呈，其中最常见的点心有年糕、麻
团、糯米块……《奉化民俗》一书
记载，“食点”指用米或者面粉做
成的小吃，一年四时八节，搞祭祀
活动、接待客人、人情往来等都要
用上食点。

圆形的白色饼子，撒上白色芝
麻，盖上红色喜字印章，放进烤箱
烤制成金黄色，就是一个个传承了
近千年历史的麻饼了。

按传统，每当男女双方定下成
亲的好日子后，就会遍告亲友，俗称

“约日子”。这时候就要给亲戚送上
包头、麻饼等，邀请对方前来喝酒。

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名录之
一“奉化婚礼”传承基地负责人和
宁波市级传承人江圣彪介绍，麻饼
又称喜饼、吉饼，起源于北宋年
间，是王孙公主喜结连理之日洞房
之必备。因寓意美满，麻饼也是一
种传统的祭祀糕点。

“我们小时候，吃麻饼不仅仅是
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奢望。”江圣彪
说，那时商品供应没有现在这么丰
富，麻饼是稀罕的食点。“好不容易别
人请喝酒拿来几个麻饼，母亲拿出一
块分给我们兄妹后，余下的总会在
我们不注意时把它给藏匿起来，以
便到了适当时候分给我们解馋。”

如今，与年糕等相比，麻饼的
地位就显得有些式微，曾经婚庆祭
祀的标配，已随着时代潮流，逐渐
被一些更为时尚简便的食品替代。

在松岙农贸综合市场，有一家
做了十几年麻饼的店铺。店铺虽
小，这里的麻饼却远近闻名。店主
吴英英今年 26 岁，9 年前和爱人从
台州来到了松岙，从姨夫手里接过
了这家小小蛋糕店，也接过了制作
麻饼的手艺。

“年轻人不爱吃正宗的麻饼，
说甜腻的馅，干巴巴的饼皮，比不
上蛋糕慕斯那些东西好吃，但他们
不懂麻饼的渊源。”吴英英向笔者

介绍，麻饼形圆馅甜，因配有松子
花生芝麻馅料，同时因为它是烘烤
类糕点，水分含量少，易于保存，
所以一直以来在浙东一带广为流
传，以前奉化人喜欢将麻饼作为结
婚的主选点心分发、赠送。

吴英英说，现在的麻饼生意越
来越不好做了，以前跟他们一起做
麻饼的糕点铺大多关门，或者主营
其他糕点了，而像吴英英一样还在
坚持着老底子麻饼手艺的，也以预
订单子为主，并不陈列销售。“我
这店开得年数长，老人家都喜欢，
所以宁波市区的人有时也会特地过
来预订。”麻饼生意不好，让吴英
英担心麻饼手艺的失传。“生意不
好做，利润又薄，而且又辛苦，你
说谁愿意来接手做？”

麻饼的制作方式满是老手艺的
味道。和面、拌馅、包馅、擀饼和
烘烤。说话间，吴英英麻利地将面
团搓匀，切成分量适中的小块包入
芝麻馅，随后再把这个面团放到案
板上按扁成小圆饼。麻饼之所以叫
作麻饼，是因为其饼上有密密麻麻
的芝麻点缀。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将
做好的小圆饼一个个放入事先均匀
铺上白芝麻的团匾中，随后不停地
上下抖动团匾，使得圆饼两面均匀
地粘上白芝麻。做好了这些工序后，
麻饼已有了雏形，最后用大大的印
章在每个麻饼上盖一个“囍”字，放
入烤箱中烘烤，约 10 分钟后，香
喷喷金灿灿的麻饼就出炉了。

满口的芝麻香与甜甜的馅香，
又岂是几口就能满足的。江圣彪
说，最期待的就是每年大年初一的
清晨，当收拾干净去宗祠给祖宗磕
头以后，每个小孩都能分到一个大
大的麻饼，一口咬下去是忘不了的
芝麻醇香……

奉化麻饼奉化麻饼
那一抹忘不了的醇香那一抹忘不了的醇香

本报记者 沈孙晖
实习生 李添威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44 岁的老郑是茅洋乡南充
村人，1991 年从象山职业技术
学校水果栽培专业毕业后，开始
种植柑橘。1993 年，经县农林
局“牵线搭桥”，他远赴日本爱
媛 县 吉 田 町 （现 属 于 宇 和 岛
市），学了 10个月的柑橘设施加
温促成栽培技术。2005 年，老
郑和县林特推广中心合作，在涂
茨镇泊戈洋村建立了一个实验基
地，以温州蜜橘类特早熟系列“上
野”品种为研究对象，开始温室蜜
橘栽培试验。

“普通柑橘夏季成长，秋季
收获，冬季休眠。但温室蜜橘

‘反其道而行之’！”老郑说，温
室蜜橘是初夏收获，之后利用技
术手段经过 120 天即可形成花
芽，再通过温度、光照、水分、
肥料的精准控制，打破柑橘冬季
休眠期，使之冬季开花，春季成
长，夏季丰收，“温室蜜橘成熟
早、品质好，填补了市场空当，

所以价格较高，经济效益可观。”
说说简单，但老郑为了栽培

温室蜜橘足足失败了 11 年，整
个过程可谓“呕心沥血”。“起
初，我把日本那套栽培流程体系
照搬过来，以为依样画葫芦就
行。”但现实很“骨感”：日本的
数据资料是根据当地的海洋性气
候“量身定制”，吉田町夏季最
高气温不超过 33℃，而象山初
夏气温已有 35℃—36℃，温室
大棚内气温更是高达 40℃，柑
橘根本结不出高品质果实。“虽
然也年年结果，但果实多为淡黄
色、青色，品相很差，或者口感
很淡，吃上去索然无味。有的年
份虽然外观、口感都有了，但产
量又不行了，始终无法保持稳
定。”老郑说。

为此，他找来吉田町历年气
象资料研究，并根据自身实践摸
索，每年对栽培流程加以修改；
同时，对栽培过程中环环相扣的
温度、水分、光照、修剪等要素细
细研究，努力找到温室蜜橘营养
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平衡点。此外，
他还请来省柑桔研究所以及日本

温室蜜橘专家，现场进行指导。
考虑到原来基地的大棚结

构、热风加温系统不太合适，运
行成本又高，4年前，老郑在大
徐骑龙塘流转 100亩土地，建立
桔之舟柑橘精品园，继续对柑橘
加温栽培技术进行改良。“现在
大棚内整套全自动数控系统是我
亲手设计的，通过热水管网、散
热器等设施实现全方位控温，自
动调节温室蜜橘在花蕾期、幼果
期、膨大期等不同阶段所需的不
同温度。”同时，他对大棚结构
进行了改良，“当年‘海葵’台
风来袭时，我的大棚可是纹丝不
动呢！”老郑得意地说。

12 年 苦 心 钻 研 ， 终 换 来
“甜蜜”的回报。今年，老郑试
验的6亩温室蜜橘亩产量达4000
公斤，创下历史新高，品质达到
中国优质果标准。“桔之舟”反季
上市的温室蜜橘也成了市场上的

“抢手货”：特选蜜橘每公斤 100
元，精品蜜橘每公斤 60 元。他主
要通过自家门店、电子商务渠道
以及多年积累的老客户群销售。

老郑说，“无论产量还是品
质，我离日本温室蜜橘的栽培水
平还相去甚远，需要进一步研究
改良！”这位宁波市首批林业乡
土专家正怀着一颗匠人之心，在
柑橘加温栽培技术上“上下而求
索”。

郑明土：
国内温室蜜橘栽培“先驱”

炎炎夏日来到坐
落在四明山脚下的海
曙 区 集 士 港 镇 深 溪
村，立足于山溪边，
清风徐来，顿觉神清
气爽。干净整洁的村
路 ， 清 澈 见 底 的 溪
水 ， 风 光 秀 丽 的 山
林，还有淳厚朴实的
民风，笔者惊叹于这
个处处可见风景的小
山 村 竟 如 “ 世 外 桃
源”般蕴藏着和谐人
居的密匙。

眼下，普通柑橘刚进入
幼果膨大期，但象山大徐镇
骑龙塘的桔之舟柑橘精品园
温室大棚内，金灿灿的“硕
果”早已挂满枝头，工人们
正忙着采摘上市。剥一瓣柑
橘放入嘴中，香甜入心，口
齿生津。“抗日战争加解放
战争打了 11 年，我的温室
蜜橘足足试验了 12 年，今
年才可以说初步成功！”负
责人郑明土一边剪柑橘，一
边笑着和笔者打趣。 图 为 纯 手 工 打 造 的 麻图 为 纯 手 工 打 造 的 麻

饼饼。。 （（李露李露 徐欣徐欣 摄摄））老郑在大棚内收柑橘老郑在大棚内收柑橘。。（（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桔之舟桔之舟””反季温室蜜橘已丰收上市反季温室蜜橘已丰收上市。。

美丽的深溪村美丽的深溪村。。

深溪村茶山深溪村茶山。。（（张立张立 摄摄）） 村内清澈的溪坑村内清澈的溪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