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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何峰

《慎入，吃撑了再来
点！全宁波最会做农家菜
的人聚在一起搞事情，这
场面……》

推送日期：2017年9月25日
推荐理由：渔家鳕鱼花

菜、毛笋土猪肉、青蟹烧螺
蛳、老鼠糖球、油煎麦粿、桑
果软糕……一道道散发着浓浓
乡土气息的菜肴，来自寻常百
姓家的灶台，是宁波最草根、
最传统的老味道，宁波最会做
农家菜的人聚在一起搞事情。
宁波农家乐特色菜大赛在浙江
商业技师学院举行，来自全市
农家乐的优秀大厨，纷纷亮出
绝活，用锅碗瓢勺一较高下，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农家菜肴
令人垂涎三尺。本次大赛按照
平原、山区和海岛三种类别，
分别评出了点心、凉菜、热菜
和团体的金银铜奖，吴晓俊、
吴永志和黄家江三位大厨获得
了金勺奖。平原地区的金奖热
菜为酱蛋酥焖肉、姚式扣三
鲜、风肉蒸奉芋、沸腾豆花；
山区的金奖热菜是传承葫芦
鸭、雪菜笋丝石斑、酱烤青
鱼、李氏双鱼、金瓜莲子鸡；
海岛地区的金奖热菜是敲骨
酱、土法烤海鲈鱼、海天福
地。此外，今年大赛的特色糕
点尤其引人关注，除了传统的
芡实糕、梁弄大糕、苔菜米馒
头、艾叶青果、手工绿豆糕之
外，老鼠糖球、桂花蚕茧、多
彩麻糍等新品种吸引了很多

“粉丝”。
双木林：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为全宁波最会做农
家菜的厨师们点赞！你们真
棒！

姚虹翔：从云湖金沙村，
翻越通天岭，到达方家河头，
在一家农家乐，七八个人把一
只白斩鸡、一大碗红烧肉一扫
而光，不求花哨，但求实惠，
这就是农家菜的魅力所在。

《茅洋：一村一山一海
的童话花乡》

推送日期：2017年9月28日
推荐理由：阳光不再傲

娇，天空已然明快爽朗，晚霞
映红了瑟瑟半江，田野里飘着
金黄稻谷的香。一山一海一
村，去象山茅洋，赴一场秋天
的约会，不负良辰美景不负自
己。田乐园位于 3D 童画银洋
村，这里是亲子互动和体验农
趣的综合乐园，是亲子游的必
去之地，顺便还能参观象山首
个 3D 画村。各种游乐设施，
陶瓷彩绘教室、五彩缤纷的小
木屋和生动逼真的 3D 墙绘，
定能满足大人孩子不同需求，
让你流连忘返。在童话般的环
境里玩耍，也可以在美丽的风
景里体验乡村的农事，这里已
成为家庭亲子游和幼小学生乡
村体验游的美好选择。田乐园
现 已 开 放 花 房 木 屋 6 套 +茶
吧，各套木屋风格不同，有
粉蓝卡通型的木屋，也有红
木气派型的，花木葱郁、鱼
跃戏水，鸟鸣婉转，瞬间即
逝的时光，在这里变得尤为
缓慢。

妙笔生花：老少皆宜，欢
乐祥和……我想这应该就是国
庆长假的主题，象山茅洋，你
做到了！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王嘉磊

翠峰环抱，巷弄密布。宽敞整
洁的水泥路，漂亮错落的“小洋
房”，建于明代的村牌坊“钟徽遗
址”以及好几处百年老宅交相辉
映，成就了现代与传统的完美融
合。走进象山晓塘乡月楼村，一道
靓丽的新农村风景令人眼前一亮。

月楼村是象山 5个千年古村之
一，也是晓塘乡的特色村落。全村
由月楼岙、湾边两个自然村组成，
共446户1530人。近年来，该村先
后获得省级文明村、省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市级小康示范村、市级卫
生村、市级生态村等 20 多项荣誉
称号。

创下象山历史多个
“第一”“之最”

月楼村历史底蕴深厚。据《崛
坡黄氏宗谱》记载，当年战国“四
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之嫡孙黄恒
为避秦乱，从会稽 （今绍兴） 东乡
柳 溪 庄 举 家 南 迁 至 崛 坡 （今 月
楼）。黄氏一族定居后，创下了象

山人文历史上多个“第一”和“之
最”，为该县增添了璀璨一页。

据介绍，《崛坡黄氏宗谱》 被
称为象山第一大书，长 65 厘米、
宽 50 厘米、厚 6 厘米，共 700 页，
重 6.5 公斤，为清光绪年间用宣纸
手 抄 写 成 ， 后 于 2002 年 新 编 ，
长、宽、重同旧本，亦新编宗谱之
最；黄氏是象山历史上有记载以来
最早的宗族；象山立县时设政实、
游仙、归仁三乡，黄恒第 29 世孙
黄得胜任归仁乡第一任乡长；黄得
胜子黄希贤在唐永贞年间成为象山
第一位进士，任浙西观察使；黄得
胜玄孙黄晟任江厦侯，系象山第一
侯；黄晟两个儿子均官至刑部侍
郎，成为象山唯一的一门二侍郎；
黄晟孙黄永阶五代时任象山镇遏副
使，是象山第一位武官。

此外，月楼风景秀丽，鳖水
岩、洞桥、观音洞等自然景观被称
为“月楼八景”，自古以来吸引了
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优美诗篇，亦有
不少民俗传说被历代村民口口相
传。

用好“四张牌”提升
“面子”“里子”

房前屋后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
景观带，庭院内外处处花香四溢
……“这里既像农村，又不像农
村，地面几乎看不到垃圾，乡村公
园建得比城里还漂亮！”近日，来
月楼村游玩的宁波游客李先生感慨
地说。

曾经的月楼由于村居密集、部
分房屋老化、基础设施不完善，加
上村民文明习惯未养成，环境治理
成了“心病”。村里用好“义务队
伍”，由村委会妇女委员俞小菊牵
头，村民自发成立首支义务保洁
队，每月2日、16日集中清扫，平
时“包干区”的卫生由队员认领维
护，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保洁
队 已 有 35 人 。 同 时 ， 该 村 开 展

“美丽庭院”评比活动，在潜移默
化中，“我的家园我来建、我的院
落我治理”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村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为提升基础设施，月楼村自
2014 年 以 来 探 索 推 行 “ 书 记 账
本”特色工作，通过征求全村党员
干部与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制定
了 30 个共性项目和个性项目。在

“书记账本”倒逼下，全村干部围
着群众转、围着项目转，居家养老
建设工程、高标准农田提升、网络
公路硬化、风口头宅基地整理、湾
边自然村低丘缓坡改造、九龙江整
治、生活污水处理及农民饮用水管
道改装项目等 20 余项惠民工程如
期完工，全村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
展。

要“面子”，更要“里子”。月
楼村是县内茭白主产地之一，全村
一半农户种茭白为生。为实现村兴

民富，该村用好“党员模范”。月
楼村党支部书记黄和振带领茭农成
立月楼岙茭白合作社，帮助拓展市
场，同时面向全村茭农实行保护价
收购，并无偿提供茭白保鲜储藏
室，等价格上涨时拿出去卖。此
外，分派茭白种植能手与茭农结
对，指导开展科学种植，让该村茭
白产量、质量、销量逐年提升。目
前，全村茭白种植面积近 800 亩，
有 7 个茭白品种，种植户 200 多
户，年产量 200余万公斤，茭农人
均年收入 3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 80 多万元。月楼岙茭白合
作社的茭白还通过了国家无公害认
证，并获省精品瓜菜评比优质奖。

为确保村庄和谐稳定，月楼村
近年来推行“分片担责”制度，将
全村划分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60
户至 80 户村民，由村民代表和普
通党员担任片长、副片长，调动片

区内的无职党员、热心群众等组成
服务团队，承担环境保洁、信息采
集、事务代办、矛盾调处等 10 项
服务职责。在划片“自治”下，全
村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
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截至目前，月
楼村已组建“民事片办”专兼职代
办员队伍 42 人，累计帮助村民办
理各类事项逾 1300 项，化解矛盾
纠纷隐患 170 余起。在“民事片
办”的基础上，该村又积极实施

“村民说事”，通过“说、商、办、
评”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月楼村：撷千年遗珠 展时代新颜

本报记者 何峰
慈溪记者站 邵滢

在慈溪周巷天灯舍村周西公路
的最北端，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冬枣
林。这些天，这些来自新疆的“天
山雪枣”压弯了枝头。走近枣林，
青黄红色的果实交错挂在枝条上。
摘下一颗放入嘴里，轻碰牙齿便

“咔嚓”一声，甜汁四溢。这里的冬枣
征服了越来越多人的味蕾，成为时
令地产水果的新宠。国庆长假期间，
来这片冬枣林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片占地 200多亩的冬枣林是

骏万亿果蔬农场的“主角”，目前
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疆冬枣种
植基地。农场负责人吴国华是周巷
人，先前在新疆从事红枣加工和批
发生意。他发现，慈溪市面上销售
的冬枣来自河北、新疆、山东等
地，经过长途运输，再由经销商、
超市等销售，消费者拿到的“鲜
果”离采摘已超过一周的时间了。

“每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
新鲜冬枣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有
着 “ 百 果 之 王 ” 的 美 称 。 2013
年，吴国华决定回慈溪创业种冬
枣，让家乡人民也能吃到口感爽

脆、鲜甜、多汁的鲜果。就这样，
“天山雪枣”从大漠戈壁来到杭州
湾畔“安家落户”，而吴国华也从
商人变成了农民。

“天山雪枣”的原产地新疆是
公认的“水果优生区域”，长时间
的日照为水果进行光合作用提供了
有利条件，而慈溪却是江南的温湿
气候，多阴雨和季风，对冬枣生长
十分不利。“水土不服”是“天山
雪枣”安家慈溪后碰到的最大难
题，试种前几年，枣树一直不挂
果，农场面临颗粒无收的窘境。但
吴国华毫不气馁，和专家一起改进
种植技术，经过精心培育和技术攻
关，枣树终于在去年大面积挂果。
今 年 ， 平 均 亩 产 量 超 过 2000 公
斤，是去年的两倍。

“和新疆冬枣相比，经过改良
的品种皮更薄、水分更多，甜度也
更高。”吴国华说，“除了追求口感

的爽脆，我们还坚持绿色有机种
植，为乡亲提供无公害产品。”提
到“有机种植”，吴国华开始如数
家珍。据他介绍，农场坚持施充分
腐熟的有机肥，促进枣树的生长发
育和提高土壤有益微生物的存活
率，调节果园的生态环境，减轻病
虫害发生概率。同时不用除草剂，
增加人工除草的次数。

“我们农庄还请枣树‘喝白酒
擦羊奶’。”吴国华说。原来，从枣
树 开 花 到 挂 果 ， 一 旦 发 现 “ 虫
害”，果园不采用喷洒农药的办
法，而是喷洒高度白酒兑水后自制
的杀虫剂。在冬枣的保果期，通过
喷淋羊奶的办法使冬枣不开裂，相
当于给冬枣抹上一层“润肤露”，
这就是骏万亿果蔬农场的冬枣可以
即摘即食的秘密。不忘初心，方得
好枣。吴国华说，“原生态、无污
染、自循环”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树上有枣、林下养鸡、水中
游鱼”，近两年，吴国华的农庄从
单一种植向农旅融合发展迈出了一
大步。在农场剩余的 100多亩土地
里，吴国华种上了雪菜、毛豆、玉
米、花生等，在枣林中放上桌椅，
供客人喝茶休闲聚会。春季枣花飘
香，秋季硕果累累，随着农庄开始
提供观光休闲服务，游客不但可欣
赏到枣园的美景，能品尝到树上的
鲜枣，并亲手采摘回家，还可休
闲、烧烤、垂钓。下一步，吴国华
打算进一步完善硬件设施，将农场
打造成集采摘、垂钓、餐饮、观光
于一体的农家乐休闲综合体。

从大漠戈壁来到周巷

“天山雪枣”杭州湾畔结硕果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应苏琴 邵志明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
农业时代的劳动工具早已不再使
用，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
失。如何留住这些记忆？农村的老
艺人是传承的关键人物。

近日，在鄞州区东吴镇天童
村，一家叫天童阀门厂的旧车间里
传来“笃笃”“吱吱”的凿木板、
锯木头的声音。三位老年人正全神
贯注地干着木工活。这三位老人分
别是：74 岁的史东初、71 岁的王
孙龙和 66 岁的陈世红。他们正在
做的是水车的车骨。

三位老人为何一起做木工？早
在 2012 年，为筹备天童镴会,他们
一起制作了抬阁、彩车、画舫、镴
枪等行会道具。一件件木工作品雕
刻精美，制作精良，令观看行会的

观众大为惊讶。
东吴镇属于典型的半山区乡

镇，不少农田是梯田。旧时，每到
夏季，当地农户便依靠人力或牛
力，将地下水、溪坑水，一担一担
地挑至田头灌溉。一些平原的水稻
田，也是以人力踏水车的方法提
水。后来，农户巧妙利用牛力水车
低水高送的提水浇灌功能，借助耕
牛的力量，将溪坑里的水提上来，
灌溉农田。此后，随着抽水机等机
械设备的应用，牛力水车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

去年，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想
到，这种老农具随着时代变迁已不
再使用，慢慢消失，老年人只有存
在记忆里，年轻人根本没见过，能
否再造出来，让大家看看？

想干就干。他们买来木头，制
好草图，三位老人也做了分工：陈
世红是东吴镇民间艺术协会会长，
他负责水车的设计和制作过程的指
导，史东初和王孙龙两位老人是几
十年的老木匠，水车的木工活由他
们共同完成。

牛拉水车的结构很复杂，主要
由圆盘、中轴、水车棚三部分构

成，以坚实的木质为主件，制成圆
形大盘，再与竖式中轴等配件构成
圆锥形框架，盘上联结齿轮旋转带
动水车棚翻水。

史东初说，做这台牛力水车耗
费了三人大量的心血，三人的年纪
都比较大，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想
到什么就要立马写下来，有时候晚
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
想的全是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圆
盘特别难做，直的木材要做成多个
圆弧的，再拼接起来，弧度型的木
材很难制作。”王孙龙说。

当时正值炎夏，天天高温。每
次一走进工作场地没过多久，汗水
就湿透了全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位老人花
了 4个月时间，重现了旧时的牛力
水车。现场，老人向我们演示了牛
力水车的工作流程。老水牛拉着轴
心转，轴心连着车盘，车盘的齿轮
又带动了槽桶里的鹤板，而鹤板一
直延伸到水源处，随着车盘一圈
圈、一轮轮地转和一板板地括，就
把水提上了岸，哗哗地流进稻田，
灌溉了庄稼。

笔者发现，牛力水车的木牛眼

上还蒙着眼罩，这是为什么呢？老
人说，因为转圈转多了牛也会头
晕，戴上眼罩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水车的细节处都是经过老人
们反复考量的，制作工艺十分精
细，无一不体现着他们的精湛手
艺。

其实这台牛力水车已是他们做
的第二台了。第一台牛力水车完工
后，先在天童村御史坊展示，现在
已迁至鄞州雪菜博物馆展出。眼下
正在制作一台水车，是王升大博物
馆定制的。

在制作现场，笔者还发现，锯
木头有电锯，但细木工等活计还靠
手工。“制作一件车骨需要十八道
工序，木工活很辛苦。”三位老人
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机械化了，
我们做牛力水车是为了将这项传统
工艺流传下去。牛力水车，对于年
轻人来说是文化寻根，对于上了年
纪的人来说则是记忆苏醒，苦在其
中也乐在其中。

接下来，他们还将制作一些传
统的生产、生活用具，传承农耕文
化记忆。

三个老木匠造出“牛力水车”

图为三个老木匠在一起研究水车图为三个老木匠在一起研究水车。。（（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千年古村绽新颜千年古村绽新颜。。（（沈孙晖沈孙晖 王嘉磊王嘉磊 摄摄））

““钟徽遗址钟徽遗址””。。

枝条上硕果累累枝条上硕果累累。。（（何峰何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