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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项一嵚
奉化记者站 严世君
通讯员 陈 琼

红色故事，绿色山村，蓝色大
海，奉化南部的这块宝地上散落着
丰富的旅游资源。松岙镇拥有卓兰
芳纪念馆、卓恺泽故居、卓氏宗祠
等红色教育基地；裘村镇坐拥黄贤
森林公园、马头古村、横江湿地等
乡村自然景观。为充分发挥资源互
补的作用，两镇在今年年初共同成
立了宁波滨海时光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不只是红色”，这是该公司总
经理毛建光的口头禅，也是他朋友
圈相册的主题。搞设计出身的他认
为，旅游线路得规划设计，才能满
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他带记者

来到裘村镇马头古村，穿过大片保
存完好的清朝、民国古建筑，来到
一座名为“老酒坊阊门”的院落。
春揉青团，夏烤生蚝，秋酿桂花，
冬打年糕，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丰富

的民俗活动，还有竹编、折纸等传
统技艺供游客体验。同时，这里是
陈英盛烈士故居，不远处就设有一
处记录奉化近代革命历史的展厅。

“这些老房子都是宝贝，要根据不

同功能把它们用起来，在使用中保
护。”他介绍，民俗体验展示了这
里的古朴风情，而参观这样的红色
景点是党建活动的题中之议。

党员活动、工会疗养、公司团
建、休闲度假……面对不同的游览
需求，这里的景点有无数种排列组
合的方式。打开活动菜单，勾选
所需的景点，报上人数，导游就
能为你量身定制游览路线。该公
司成立不到半年，已接待近 1 万名
游客。

红 色 之 旅 不 再 是 走 马 观花。
驱车来到大茅岙水库附近的“红军
广场”，一座水上浮桥和几辆退役
坦克十分扎眼。在水上模拟“血战
湘江”，爬坡流汗过草地，途中搭
伙做饭体验“红军餐”……结合红
军长征途中的几大著名战役和事

件，设计了几处“微景观”，以迷
你版的“重走长征路”回顾红色历
史。

绿色山村成了孩子们的天然课
堂。对“五谷不分”的城里娃来
说，游古道、采茶叶、割水稻、摘
果蔬等活动新奇有趣，再也不怕写
游记。每逢春季，附近的“鸟岛”
成了白鹭、燕子、环颈雉等野生鸟
类的驿站，满山皆翠羽的盛况吸引
了远近观鸟爱好者。

蔚蓝的大海更是热情好客。渔
船出海、湿地垂钓、海岛拓展等游
览项目人气最高。此外，有人选择
在滩涂上抓跳跳鱼，弄得满身泥巴
却兴高采烈；有的公司组织员工参
加“海岛奇兵”拓展活动，一起找
到水源和食物，在实战中增强团队
合作意识。

游客舒心选择，村民开心参
与。看到游客不断“走进来”，村
民的服务意识迈上了台阶，有的自
发护绿修旧，有的在民俗活动中做
帮工，还有的忙着推销海带、鱼鲞
等特产。附近的七八家民宿和六七
家休闲农庄的收益也有了增长。

毛建光的“脑洞”还在不断扩
大，“暑假里约上小伙伴拍一部微
电影，听起来很酷。”8月初，首期

“微电影+周末营”将在这里开营。
电影的主题是，海水被污染，中毒
的“海龙王”亟待解救。2 天 2 夜
中，18个7至15岁的孩子将通过各
种活动找到预留的“线索”，学习
与海洋相关的环保知识，最终解救

“海龙王”，守护美丽大海。这一过
程将被全程记录下来，并制作成带
有特效的微电影。

海曙记者站 张 立
通讯员 陶 琳
本报记者 陈朝霞

■繁荣背后存隐忧

“家家有织机，户户编草帽”。这是宁
波席草编织兴旺的真实写照，蔺草种植和
加工成了不少乡镇农户致富的支柱产业。

“但在繁荣背后，隐藏着一种危机。”宁波
市蔺草协会会长方明法告诉笔者，高桥、
古林、集士港都是蔺草种植大镇，当地也
各自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
格局，其中很多企业把蔺草加工成榻榻米
草席出口日本。“在初期，这些制作榻榻米
的蔺草加工企业没有相应的除尘设备，工
人也没有配备防护措施。久而久之，有一
线加工人员患上了尘肺病。”

由于加工需要，蔺草在变成榻榻米
前，需要经过一道染色关，里面用到的染
色剂是高岭土和水的混合物，对蔺草起到
防滑和保色的作用；染过色的蔺草烘干后
就存放在仓库，待加工需要时还要经过一
番选草工作，保证蔺草长短一致。“染色和
选草这两个环节最容易产生粉尘。”方明
法说，有时工人在弥漫粉尘的车间里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对身体健康影响颇大。这
些微小的灰尘，在经过多年累积之后，成
了尘肺病的元凶。

■自我加压忙技改

“淘汰一批、整治一批、提升一批”。面
对蔺草粗加工带来的危害，海曙蔺草加工
企业收到了整改通知单。方明法经营的宁
波兴明工艺编织品有限公司就是全市最
早进行“技改”的蔺草加工企业。

“前前后后改了几次，也走了不少弯
路，去年底厂里全部整改完毕，之前未通
过的检测指标，如今都顺利过关。”方明法
说，整改包括增添除尘设备、新增防尘房、
为工人配备防护设施、加强安全教育等
等，其中增加设备是大头。在整改后的车
间，笔者看到，5 台选草机的机械化操作
大大减少了以往人工选草带来的身体接
触；50台编织机对应配置了新式烘干机，
减少了粉尘产生量；一个新建的防尘房则
发挥吸尘效力，将加工中产生的粉尘集中
吸储管理。

“我们还采购了扫地机，该机器会在
开工时不定时扫地吸尘，防尘口罩则是让
员工随用随换。”方明法说，虽然下了“血
本”，但成效很好。如今在偌大的车间里，
粉尘污染已减轻了数倍，以前员工的“大

花脸”现在几乎看不到了，这对企业和员
工而言是一个双赢结果。

有了方明法的带头表率，海曙区 28
家蔺草加工企业也纷纷自掏腰包给粉尘
装上“吸尘器”，并顺利拿到了加工通行
证。

■新科技赶跑粉尘

对全市蔺草行情了如指掌的方明法
不仅让自身企业走上技改之路，他还号召
各企业加强科技应用，希望借助科技的力
量最大化减少粉尘，并进一步推广烘干、
染色等加工技术和生产工艺，促使蔺草产
品质量不断提高。

今年 6月份，方明法在中国兵器研究
院的协助下，成功研发了一种新型添加
剂。“这种添加剂用于染色环节，可大大减
少粉尘，几乎能达到草上看不到粉的效
果。”方明法对此信心十足，“其中一次检
测表明，粉尘浓度从 20 度直接降至最低
的5度，这意味着伤害也减轻了四倍。”

虽然目前这一技术只是少量使用，但
方明法已经申请市里的支持，该高科技添
加剂有望在明年推广使用。此外，企业生
产所用的煤炭一律换成了清洁的环保颗
粒燃料，杜绝了灰尘的外排。

“蔺草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的侧
重点是保证车间粉尘浓度的达标及企业
周边的环境达标，即改善工人的作业环
境和周边环境质量，消除职业病发生的
隐患。”海曙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龙头企业的自我加压也是加快转型升级
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区安监局和各镇

（乡）、街道的安监所也会进一步规范蔺
草企业加工生产行为，最终使涉尘企业
达到相关标准，实现蔺草废弃物的合理
回收利用，为蔺草产业发展营造一个安
全健康的产业环境。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邵家艳

夜晚的白沙路，一个属于
江北的“月光”天堂

甬江边的白沙路，虽说是外滩
延伸段的一部分，但它却有别于人
来人往的老外滩，独享着闹市中的
宁静和自在。傍晚时分，伴随着金灿
灿的落日余晖，绿意盎然的梧桐树
下，不少年轻的情侣习惯来到这里，
品着冷饮，谈笑风生，在这幽静的一
隅里，放下忙碌的工作，享受一丝轻
松。

邮 筒 式 路 牌 、欧 式 花 纹 路 灯
……白沙路上有家名叫 H 立方的文
艺食客店，店门口具有浓浓欧式装
饰的风格。

十年前，店主 LiLi 和小鸟相识
于去西藏的旅途中，后来发现彼此
都有崇尚自然环保的想法。生性安
静的 LiLi 曾从事外贸行业，而健谈
的小鸟则专攻餐饮，两人都渐渐厌
倦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有着相似
的爱好，也有着同样的追求，两人一
拍即合，随即于前年开了这家以健
康、环保、轻生活为特色的西餐店。

白沙码头海鲜广场是外滩街区
的一大地标性商圈。夏日里的夜晚，
这里总是被热情高涨的食客包围，
他们吹着江风、品着海鲜，惬意得不

得了。“到白沙码头吃海鲜”，已成为
宁波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谈起白沙，在这里创业的人们
普遍认为白沙自然环境好，创业环
境也不错。今年，街道更是把整治的
焦点瞄准白沙路，将其定位为与辖
区内的德记巷、戴祠巷等历史文化
街区相协调、具有时尚文艺气息的
特色街巷。为提升白沙路整体颜值，
街道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积
极提升路面绿化并进行店招改造，
实打实地提升了整个街景的档次。

在前期的低端业态调整清退
后，街道已收回、腾空 20 间店面房，
并由外包的第三方公司负责整体商
业业态的提升及后期运营，逐步引
进轻餐饮、花艺、特色手工艺等创意
业态，目前已确定入驻的商户有 10
家，其中5家正在设计装修中。

今后的街区，代表宁波文
化体验的靓名片

为营造外滩文化多样性，打造
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文化氛
围，白沙街道近日与中国美院开展
了“点靓白沙路”色彩规划活动，以
白沙路的历史文化背景及主要色彩
基调为前提，对白沙路及其道路两
旁（主要是西侧居民区）的建筑立面
进行色彩规划，并且重设街道上的
路灯柱、垃圾桶、文化宣传栏等外观
色彩，让这些小物件成为街道的点
缀物。在保留其原有传统建筑的基

础之上，在建筑与无住宅区分别进
行建筑外观色彩的改进和文化墙的
增设，并将两者紧密衔接。

截至目前，街区业态调整初露
端倪，沿江步行通道贯通在即，街面
景观明显提升，外部环境显著改善。
植毯垂直绿化墙、“最美阳台”、砖桥
巷时尚文化街区、小资情怀店铺等
特色区块在白沙路上缤纷呈现。

日前，为期一周的中国美院暑
期实践——街区色彩规划效果图已
显雏形，将白沙路上的居民区和商业
区进行“动静分离”设置，把传统波浪
元素、现代色彩运用到白沙街道的周
边建筑，主基调以蓝色为主，橙色作
为补色，贯穿整条街道，引导行人视
线，色彩基调清新透亮、和谐、友好、
沉稳，既保留了白沙街道的风土人
情，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使得
白沙街道更好地连接老外滩和德记
巷。

“下一步白沙路将按照‘修缮、
完善、改造’的原则，进行综合整治，
包括改造门头店面、新建文化墙、外
墙粉刷、亮化工程等，逐步提升环境
品质精细化程度，将其打造成宁波
中心城区最热闹、最有文化、最时尚
的区域，做成一步一景的‘盆景式’
街道。”白沙街道党工委书记戴雪嵘
表示，白沙路文化创意街区打造的
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街区，更是一个
集文化、旅游、餐饮、娱乐、创业创新
为一体的街区，将会成为代表宁波
文化体验特色的靓名片。

奉化裘村奉化裘村、、松岙两镇松岙两镇
携手开发菜单式旅游路线携手开发菜单式旅游路线

火辣辣的三伏天里，谁不想和夜幕下的大海有个约会？
在海滨住木屋或露营，听海涛数星星，今年暑假的宁海湾北
岸又多了新的“打开方式”。再过几天，这里还将举行灯光下
的“海上渔排相亲节”，为蓝天碧海平添几分旖旎。

江北白沙路
打造时尚文艺特色街巷

历史街区是城市地方文
化遗产的重要体现，记载了
一段段辉煌的历史。宁波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江 北 白 沙 路 依 傍 姚 江 、 甬
江，更是见证宁波历史文化
的“活化石”，底蕴深厚，人
文荟萃。

白 沙 路 区 域 南 起 生 宝
路，北至白沙公园，总长约
260米。随着外滩延伸段项目
主体建筑的顺利建设和中国
保险博物馆的落户，白沙街
道今年将围绕滨水城区品质
提升，重点提升外滩延伸段
白沙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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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海曙区安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蔺草加工企业在内
的“六类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为一探蔺草加工行业的“治
污”情况，笔者日前走访了海曙部分蔺草加工企业。

白沙路文化创意街区掀起色彩浪潮。（徐欣 王谢雪 摄）

炎炎夏日工人在熟练加工凉席。（张琦 陈朝霞 摄）

宁静的蓝色海湾。

以“重走红军路”为主题的党支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