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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王珏

《让你的想象力，涂抹
在秀色无边的乡村！美丽乡
村墙绘设计大赛开始了》

推送日期：2017年8月16日
推荐理由：如果你有一支

“神笔”，请拿起来，让它扮靓
乡村的房屋，为乡村的各美其
美贡献你的力量。由第三批

“最洁美村庄”推选活动组委
会主办的“美丽乡村墙绘设计
大赛”已经启动，正向全社会
征集优秀的乡村墙绘设计作
品。作品可以手绘，也可以电
脑制作，作品样张要求 A3 纸
大小。作品请寄宁波市宁东路
901 号宁波日报地方新闻部。
本次比赛设一等奖 1个，奖金
3000 元；设二等奖两个，每
人奖励 1500 元；设三等奖 5
个，每人奖励800元。

人生如梦：把艺术带进乡
村，让乡村展示独特的美，让
美丽乡村更加美丽。

战友：乡下墙绘涂鸦赛，
文化秀色无边思。天马行空你
我想，雅俗共赏是极品。

双木林：如果你有一支
神笔，如果你有一些灵感，
如果你有一颗爱乡之心，赶
快来参加美丽乡村墙绘设计
大赛吧！

《唇齿留香，吃过的
人没有不点赞的！深山食
堂里有道招牌菜，去的都
会点》

推送日期：2017年8月21日
推荐理由：这个夏天，来

四明山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每一家农家乐生意都超火爆。
在四明山镇，有一家叫“春蕾
农家乐”的小饭店，来这里吃
饭的每一桌客人都会点这道

“招牌菜”——椒盐猪头。外
焦里嫩，油而不腻，唇齿留
香，甚至一些上海杭州游客多
次来店里，就为这一口。

头把交椅：我想上海、杭
州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仅是
为美食，是为四明山风景优
美，空气清新，气温凉爽，更
是因为四明山人纯朴热情。

严家掌门者：俗话说得
好，酒好不怕巷子深。菜好不
怕路途远，这道四明山农家菜
也出名喽。

余大岚山里红：多年前我
在四明山打工，经常品尝这位
大姐烧的饭菜，现在还时不时
前去光顾，味道确实不错。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妙笔
生花 文武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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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郑轶文
通讯员 舒 沁

从宁波市中心出发，沿着药行
街、柳汀街、联丰路一路向西，海
曙区高桥镇新庄村就位于联丰中路
旁城乡接合部的一片天地中。

隔绝了车水马龙的城市喧嚣，
有着 600多年历史的新庄村静立于
世，依然保留着昔日的模样。青砖黛
瓦、木刻石雕、小桥流水、荷塘田野，
古宅、古桥、古碑、古树……原汁原
味的古朴景致，温柔了岁月，惊艳了
时光，让人不忍离去。

2016 年，新庄村被评为浙江
省历史文化名村。

底蕴深厚 古朴依旧

从村南的周氏阊门步入新庄
村，立刻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只

见阊门是传统的木门黛瓦格局，门
梁上悬挂着“冬官第”“钦赐义
门”“大宗伯第”三块牌匾，右边
石墙上镶有光绪十九年 （1893） 所
刻的“勒石永禁”石碑。

在村内土生土长 73 岁的周财
宝老人可谓新庄历史“活字典”。
他 告 诉 笔 者 ， 明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1390 年），周氏祖先周得延自大
岙迁居而来，开启了新庄繁衍至今
627 年的历史。阊门是新庄的大
门，素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的威严。直到现在，村民还保留着

“红白喜事”进出阊门的习俗。“钦
赐义门”牌匾是明初时皇帝为表彰
村人开仓济粮的义举特别颁发的；

“勒石永禁”石碑阳面为“禁鸦片
令”，阴面为“稻令规约”，即禁止
偷盗秧苗，严禁攀折树木，禁摘观
赏荷花，保护田埂、河槽等，如有
违者罚馒头 500 只。“这些说明了
新庄有着乐善好施、扶助乡邻等良
好的族风村风。”

周财宝自豪地说，新庄周氏家
族是一个在宁波历史上仅次于鄞东
史家的又一科举世家，从北宋庆历
二年 （1042 年） 考中进士的周选
开始，出了 20 多位进士。新庄历
史上曾有 70 余位名人，出过礼部
尚书周应宾、工部员外郎周薇、礼
部尚书周萃、盐运使周保等，到民
国时期，还有在上海创业、后回乡
开办学校、医院的商业大亨周茂兰
等。“新庄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如今村内还有保存完好的 30 多处
明清古建筑，这在毗邻城市的乡村
中是不多见的。”

踏着青石板，继续穿梭在青砖
瓦爿墙的里弄间。窄窄的巷弄，高
高的院墙，几株野花爬上了门楣。

走进一家院子，明堂内有雕花木
窗、厚重石缸；老人坐在院门口乘
凉，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周财宝
介绍，新庄村设计得很巧妙：三面
被护城河环绕，鄞江水从西面流入
村内，寓意“好风好水”流进来；
村内有 36 条大弄堂、72 条小弄
堂，保留有 500余年历史郁郁葱葱
的古樟树、光绪年间重修的云锦桥
和古河埠头。

耕读传家 期待发展

让新庄村民自豪的不仅是悠长
的历史和古色古香的建筑，更是耕
读传家的村风家风。

在村子中心地带，有始建于明
末、重新修复后的周薇宅。宅内，
同样悬挂着“钦赐义门”匾额。据
介绍，宅子里的 4根顶梁柱分别为
杉木、栎木、梓木和檀木 4种名贵
木材，可见这座宅子主人的地位。
周薇，明正德十四年 （1519 年）
举人，官至工部员外郎，村内流传
着他为人刚毅、不阿权贵的故事。
从周薇科举入仕始，周氏家族踏上
了取仕做官的征程。

依河而建的民国建筑躬耕学堂

中西合璧，也是一处颇为引人注目
的所在。虽然外墙上搭着脚手架正
在维修，但青砖门楼上的精美红色
灰雕透露出当年的繁华。“村民周茂
兰在上海经商成功后，回乡办了这
一学堂，父辈很多人是在这里读私
塾、接受启蒙教育的。”周财宝说，躬
耕学堂是新庄人重视教育的缩影。

周氏宗祠是新庄周氏的精神家
园，在这座重建于清乾隆十年的宗
祠门口，一对雕刻精致的梅园石石
狮威严屹立；门梁上，有牛腿、雀
替、祥云、和合二仙等精美砖雕、
木雕；门口墙角，同样镶嵌着动植
物图案的石雕。相邻的浮石塘庙，
古戏台修葺一新，镏金木雕、飞檐
彩饰，昔日台上的戏曲乐音仿佛依
旧绕梁。村里老人说，每年正月初
一、十五，是村里祠堂、浮石塘庙
中最热闹的时候，在外的周家人会
自觉地回到新庄，在家中长辈的带
领下拜祖祈福。

呵护古村，坚守传统，已成为
流淌在一代代新庄村人血液中的不
变因子。3年前，在村集体经济实
力不是很宽裕、外来务工人员大量
涌入的情况下，村领导班子还是投
入大手笔资金修建了村文化礼堂，

体现了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
视。去年，新庄村民在村党支部书
记 周 建 耀 的 带 领 下 集 资 近 60 万
元，重修 《周氏家谱》。目前，躬
耕学堂一期维修工程正在进行，预
计11月完工。

周建耀介绍，如今的新庄村有
1400 多名村民，外来务工人员却
有 1万多人，加上周边因城镇建设
需要一直在大拆大建，新庄村面临
着巨大的环境卫生、治安消防等管
理压力。为此，村里每年投入 60 多
万元，请第三方专业保洁公司承担
村内保洁工作。村干部还成立专门
的平安巡逻队，为这片古迹保驾护
航。“保护和修缮古建筑责任重大，
希望能得到各级文保部门在政策和
资金上的支持。期待通过规划，对古
建筑‘修旧如旧’，筑巢引凤发展特
色民宿，让新庄成为宁波城中独具
特色的寻古探幽所在。”周建耀说。

高桥新庄村：

城中古村 惊艳时光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舒 展

统一规划的猪舍，干净整洁
的 猪 圈 ， 舒 适 厚 实 的 “ 发 酵
床”，“八戒”们头头膘肥体壮
……走进象山定塘镇双利牧业，
全新的养殖技术带来了“只闻猪
叫，难闻粪臭”的崭新面貌。20
多年下来，双利牧业“掌门人”
卢昌峰已成为农牧一体、生态养
猪的行家里手。

卢昌峰是晓塘乡人，今年
48 岁。1991 年，因家里生活拮
据，哥哥卢昌会开始养猪，后来
他也加入其中，经过 10 余年奋
斗，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
户。2010 年，卢昌峰接过哥哥
的班，并取得了生猪养殖职业技
能资格证书。

为在科技、生态养猪上“领
先一步”，多年前，卢昌峰已斥
巨资购置先进的母猪产床，提高
仔猪成活率。猪舍内还配备了自
动降温、御寒和采食设备，夏季
温度过高，排风扇、喷雾器等降

温设备会自动运转，冬季气温降
低，则利用沼气保温。同时，建
成沼气发酵装置和沼气发电站，
猪粪经堆积发酵后产生的沼气，
用来发电或作为生活用气，可满
足猪场日常所需。

去年，卢昌峰在全县率先引
入“发酵床”养殖技术。据悉，
该技术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土壤微
生物，将锯末、稻壳、秸秆等农
产品加工副产物以及菌种、营养
剂等，按一定方式和比例混合制
成“发酵床”。猪饲养在“发酵
床”的垫料上，排泄的尿粪与垫
料混合后，挥发性臭气被吸附，
其他有机物质也一并被垫料中的
微生物就地消化分解。此外，

“发酵床”在使用中，需要保持
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定期做好翻
耕和补菌等管护工作，使用时间
可达两年。此后垫料可作为有机
肥，还田使用，从而实现生态循
环。

为此，卢昌峰全方位改造了
3200 平方米的传统猪舍，利用

“发酵床”技术养了 1600 多头
猪，每头猪平均有 2平方米的饲
养空间。随着排泄物被“发酵
床”消纳，他真正尝到了省时省
力又省钱的甜头，“不需要每天
清扫猪粪，也不需要用水冲洗猪
舍，省掉了污水处理排放和干湿
分离处理，既环保又经济，而且
能提高出栏猪肉的品质。”

对于双利牧业采用的“发酵
床”技术，象山县畜牧兽医总站
站长陈淑芳表示，通过粉碎农业
秸秆等制作成垫料，减少了秸秆
焚烧，而发酵后的垫料作为有机
肥使用，又可改良土壤，增加肥
力。这种养猪模式不但解决了养
殖废弃物污染问题，改善了猪舍
环境，还提高了生猪的免疫力及
生产性能，保障了食品安全。目
前，该技术正在全县畜牧企业选
择推广。

在生态养猪的同时，卢昌峰
在农牧一体上走出了一条变废为
宝的路子。他将其他标准化饲养
生猪产生的沼液引入荷花池，种
出了“映日别样红”的荷花、莲
蓬，供游人观赏、采摘；在猪场
周边种植了火龙果、柑橘、葡
萄、蔬菜等，将沼液和沼渣用于
橘园、葡萄园、蔬菜花木基地的
有机肥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在提
高瓜果蔬菜品质的同时，基本做
到了生态无污染循环利用。“我
的养猪场又是一个观光农庄，生
产新鲜、绿色的水果，这也算是
一道独特的‘风景’吧！”卢昌
峰笑着说。

据悉，双利牧业是我市菜篮
子商品供应基地、象山县生猪标
准化饲养示范基地。目前，该公
司生猪饲养量、母猪存栏量、年
产仔猪量、优质肉猪出栏量均是
全县同行业翘楚。

卢昌峰

生态养猪 农牧一体

卢昌峰走生态养猪之路。（沈孙晖 摄）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黄克纯

在许多“老宁波”的记忆中有这
样一种传统糕点：它颜色润泽如玉，
入口软而不粘齿，味美润喉，带着一
股淡淡的金桔香。因为含有金桔末
以及中心的那点“红”，被人们形象
地称为“桔红糕”。

桔红糕个头不大，制作历史悠
久。“以前，朝廷官员下来视察，在他
们落轿休息时，地方官员乡绅便会
送上桔红糕款待。因为寓意吉祥，宁
波有些地方还将其作为婚嫁时必不
可少的‘新娘糖’。在新人拜堂成亲
那天，它们会被装在‘九格笼’（谐
音）里，作为一种高档茶点供宾客们
品尝。”在慈溪鸣鹤古镇街河边的永
旺斋糕饼店，84岁的刘皇浩向笔者
诉说桔红糕的“前世今生”。

刘皇浩与桔红糕打了近 70 年
交道。1948 年，他在沈师桥永丰南
货店拜师学手艺。这家老字号南货
店历史悠久，在清朝雍正三年（1725
年）就开起来了。除了桔红糕，松仁
糕、薄荷糕、玉和糕等传统糕点制作
也是刘皇浩的拿手绝活儿。“做出好
的糕点除了要花心思，技术过硬外，
时间、温度的把握也很关键。比如做
桔红糕，和面前加在糯米粉里的水
一定要烧开，面团揉捏力道、干湿度
把控上不能有一点马虎。”

如今，人们在超市里常能见到
桔红糕的身影。老刘说，机器生产的
虽然品相不差，但与传统手工制作
的相比，香味和软糯度相去甚远。

“在老店工作那会儿，我们选用两广
产的优质白砂糖；金桔饼用北仑柴
桥腌制出产的，色泽金黄味道香；研
磨炒制的熟糯米粉选自本地种植的
优质糯米。”

桔红糕制作多在春秋两季。刘
皇浩现场演示传统桔红糕的制作过
程。做之前，老刘又检查一遍原材
料，比如金桔饼切得够不够碎小、均
匀，然后在案板上倒上熟糯米粉，窝
成“窠”状，加入金桔饼末、白砂糖、
植物油，倒入热水拌匀，继而揉搓成
光滑的面团。多次揉搓面团后，老刘
将之切割形成细长条，最后再切成
剂子，撒上熟干粉。整个过程近一个
小时，其间通过撒粉、加水等方式，
掌控桔红糕的干湿度。“做糕时，人
一直要站着不能分心，一个细节不
注意，就会影响其口感。”

老顾客都说，老刘做的糕点当
中有一股纯粹又很传统的老味道。听
到这话，老刘很高兴，但他带着遗憾
说，现在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后继乏
人，几十年来鲜有人上门拜师学艺。

“做糕点很辛苦，赚不了大钱，
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老刘说，现
在小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接过
了老店，令他很欣慰。他希望小儿子
能成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把传统糕点的制作技艺传授给更多
的年轻人。

期待“华丽转身”

新庄村古桥 （陈朝霞 摄）

“勒石永禁”石碑

百年桔红糕

刘皇浩与儿子一起做桔红糕。（陈章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