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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王珏

《一碗农家番薯烧，香
气甘洌，口感醇厚，可暖一
腔热情，可解一袭乡愁》

推送日期：2017年12月15日
推荐理由：番薯烧是宁

海、象山等地的一种土酒，香
气甘洌，口感醇厚。番薯上市
时，不少农户家都会自制番薯
烧，醇酿的酒味带着番薯的甜
香味，弥漫整个村庄。端起满
满一大碗番薯烧，仿佛端起黄
褐色的田野、紫色的喇叭花、
翠绿的番薯叶、甘甜而香酥的
番薯美食。最惬意的，莫过于
仰脖畅饮，似乎端起故乡的江
河喝个够，那温馨的乡情回肠
荡气……又是年关将近时，许
多农户家里按照传统，依照父
辈传授的手法，又要开始为酿
制番薯烧忙碌起来。

妙笔生花：父辈们最爱喝
的酒，就是这样的自酿酒，一
碗酒就着简简单单的下酒菜，
一喝就是一辈子，不讲究也不
挑剔。

小苹果：醇厚酒香番薯
烧，缓缓入口暖心间。

《冬至在哪里？冬至在
澥浦！逛庙会、品米酒、做冻
米糖、尝小海鲜，逛吃去》

推送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推荐理由：潮涌东海，福

临澥浦，千百年历史孕育出澥
浦灿烂的民俗文化。第八届澥
浦冬至文化节已经拉开序幕，
除了传统节目——民俗文化大
巡游外，在 12 月中下旬，澥
浦还将举行首届澥浦镇冬至庙
会、迎新春农民画创作大赛、
首届中国“汉服”文化创新论
坛等冬至文化节配套活动。值
得一提的是，冬至庙会将于
12 月 24 日 在 郑 氏 十 七 房 举
行，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到现场
感受一番。

姚虹翔：“民俗”不是过
去的风俗，而是时空的不断延
续，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
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

小茹：去年的情景仿佛还
在眼前，更加期待今年的冬至
文化节，期待首次庙会。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发布，宁波这些农
产品上榜了》

推送日期：2017年12月11日
推荐理由：近日，由农业

部评定的 2017 年度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目录“出炉”。经
各地申报、专家审核、公示等
程序，最终共确定 696个产品
为“2017 年度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胡陈洋芋、慈溪西兰
花、鄞州雪菜、余姚茭白、余姚
蜜梨、象山柑橘、余姚杨梅、奉
化曲毫茶、宁海望海茶，宁波
这些农产品光荣上榜！

四月的黄昏：好食品带来
放心的好生活，好生活带来满
满的幸福感。

小苹果：为我市上榜的农
产品点赞！吃货们又可以更新
购物清单啦。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小苹
果 清风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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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章升
通讯员 厉倩文 胡格格

讲好新时代“红色故事”

“红色基因”不能只停留在展
板、书籍上，必须鲜活起来才能更
好地传播、传承下去。自上月浙东
抗日根据地洪魏革命纪念馆开馆以
来，洪魏村多了不少“红色志愿
者”，有义务讲解、志愿巡逻的，
还有免费提供便民服务的。

洪魏革命纪念馆坐落于洪魏
村，馆内以历史图片和实物展示为
主，辅以雕塑、幻影成像、影视片
等形式，突出表现浙东党政军民团
结一心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光辉历史。宁波新四军研究会副
会长萧群说：“洪魏村在战争年代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传承红色历

史
、弘
扬革命
精神的第一
梯队。革命纪念
馆是洪魏人世代继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阵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年
63 岁的葛家伦在洪魏村开了 30 多
年小卖部。前段时间，村里在他的
店内设了一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他便当上了“红色志愿者”，为游
客免费提供充电、饮水等服务；65
岁的董国芬住在村口，每当有人来
村里参观学习，她都热心地当起义
务导游。

“让‘红色基因’融入洪魏血
脉，是每一位洪魏人新时代的责任
和使命。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精
神，是历史赐予的宝贵财富，也是

开 拓 未 来
的丰富资源
和 不 竭 动

力。”该村党总
支 书 记 乐 剑 峰

说，“洪魏要用富有
时代感的方式讲好新时代

的‘红色故事’，争当基层党建
排头兵。”

谱写美丽乡村新画卷

随着“红色古村”声名鹊起，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洪魏村作客。

“我们村西邻观海卫镇，南靠翠屏
山脉五磊山，沿山公路横筋线穿村
而过，地理位置优越。”村党总支
副书记洪金春告诉笔者，自洪魏革
命纪念馆开馆以来，许多老师、家
长带着孩子来村里参观，人气逐渐
升温。

洪魏村红色底蕴深厚，人文景

观丰富，一条大溪坑穿村而过，村
内现存有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目
前，该村计划将红色旅游发展与现
代农业、生态林业等规划有效对
接，形成与鸣鹤古镇养生游、方家
河头村山水游错位竞争又有机统一
的红色旅游节点。

作为掌起镇的葡萄基地，每到
葡萄采摘季，洪魏村都会吸引许多
游客慕名前来品尝。村民们不仅在
村内种植了约 2000 亩葡萄，还在
其他地方建起“农业飞地”，承包
种植了近千亩葡萄。“村里村外，
我种了 40 多亩葡萄，今年销售总
收入约 40万元。”葡萄种植户洪文
忠说，“10 多年前，我在厂里上
班，一个月工资 1000 多元，一年
下来剩不了多少钱；现在除去生产
成本和其他开支，一年能存下 20
多万元！”

为进一步提升葡萄、杨梅等农
产品身价，洪魏村通过推进农旅融
合，种好产品，卖好“风景”。“在

竺山江以西，村里有一片面积 100
多亩的竹山林。我们打算在那里建
个现代农业观光园，山下种葡萄，
山上种杨梅，同时把旁边的奶牛养
殖场资源整合进来。”洪金春说，

“今后，大家来到洪魏村，不仅可
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可以在
田间地头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

打造乡村旅游观光园，建设登
山健身步道，改造村内公厕……一
幅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在洪魏村徐徐
展开。目前，与该村相连的掌起镇
登山健身步道环通提升工程已完成
招标，将于本月正式开工。将来，
游客们可以从金锁桥附近进入健身
步道，一览洪魏村这座“红色古
村”的迷人风采。

洪魏村洪魏村：：““红色古村红色古村””展英姿展英姿
上周四一大早，慈溪市掌起镇洪魏村的罗立春沿着村里

的红色胜迹绕了一圈，看看是否有需要调整布置的地方。当
天，村里要来一个参观团，作为“红色讲解员”的她一刻没
闲着，“既然做了志愿者，就一定要讲好家乡的‘红色故
事’，宣传好‘红色精神’。”

洪魏村是一个循溪而建的古村落，环境优
美、文化底蕴深厚，曾是抗日战争中期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要驻扎地之
一。目前，该村正整合红色历史资
源，结合“美丽宜居村”创建，
打造“溪上慈风”文明示范线
中的“红风”特色村。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走进象山新桥镇上盘村青柯四
季果园，无土栽培大棚内传统的菜
畦地被改造成一条条栽培槽，一排
排一人多高的小番茄藤架整齐有
序，一串串黄绿相间的果实沉甸甸
地挂在藤蔓上。“这是荷兰引进的
樱桃番茄，清口甘甜，市场售价每
公斤 40元。”果园负责人鲍科笑眯
眯地说。

鲍 科 今 年 35
岁，是定塘人，一
直 开 办 机 械 厂 。 2013
年 ， 他 “ 跨 界 ” 搞 起 了 农
业，试验无土栽培台湾农友樱桃番
茄。“当时完全是门外汉，只能在
网上查资料，向专家请教，失败了
很多次。”鲍科说，他不知道无土
栽培中最“核心”的营养液配方，
只能用普通肥料代替，导致种出的
果实很小，产量较低。

失 败 是 成 功 之 母 ！ 去 年 11

月，鲍科和同学在上盘村承包 50
亩地，创办了青柯果蔬专业合作

社，并斥资搭建钢结构温
室大棚，坚持走无土

栽培之路，“我特
地从国外带来农
业书籍，依据书
上 配 方 配 制 ，
终于解决了营
养液的难题。”

同 时 ， 鲍
科 采 用 国 外 现
代农业的生态种

植理念和技术，分
别引进新西兰肥料浓

度反馈系统、以色列滴
管浇灌系统，以斯里兰卡椰糠

作为栽培“土壤”，用比利时熊蜂
给果树授粉，提高授粉效率。此
外，他采取信息素诱剂、防虫板等
生物防控技术，还每天在大棚内播
放柔和的轻音乐，“书上说音乐有
助于果树轻松生长。”

最让鲍科引以为豪的是，整个
果园的自动水肥一体化系统是“本

土魂”，且是其亲手设计制造。“我
大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又
办了机械厂，所以淘宝上销售的那
些水肥一体化设备，我一看广告图
片就知道设计原理。”他根据果树不
同生长时期调节好相应的营养液浓
度后，系统便能自动定时定量浇灌，

“就像给婴儿喂奶粉，不会‘过量吃
撑’或‘不够挨饿’。目前我正在申请
专利，当地一些‘红美人’柑橘种植
户也想向我买这套设备。”

在种植的水果品种上，鲍科同
样“国际范”十足。除荷兰樱桃番
茄外，他还引进种植了美国“双季
红树莓”、日本“初恋”“白雪公
主”等品种草莓。据介绍，青柯四
季果园是目前我省首个温室大棚无
土栽培美国“双季红树莓”成功的
基地。“今年 6 月投资 70 万元，引
种了 4000 株‘双季红树莓’。”鲍
科告诉笔者，红树莓富含维生素、
花青素、水杨酸等多种有益成分，
其中活性物质树莓酮能有效预防脂
肪堆积，属于高端水果，“这种树
莓含在嘴里让它慢慢融化，酸酸甜

甜味道很赞。”
从 10 月开始，青柯四季果园

陆续迎来了收获期。“红树莓已经
摘了约 200 公斤，可收至明年 2
月，目前上海市场零售价高达每公
斤 200 元；樱桃番茄不久前刚采
摘，预计产量 1万公斤左右；草莓
本月底可上市，因无土立架栽培亩
产量比普通草莓高一半。”鲍科表
示，今年果园预计产值50多万元。

目前，鲍科已从日本带了 200
多包甜瓜、西瓜、小南瓜种子，准
备明年增种。在无土栽培技术上，
他精益求精，打算在椰糠中混合草
炭，“草炭有机质含量有 90%多，
种出的水果口感更好。”与此同
时，鲍科计划把果园面积扩大到
100 亩，除种植、供游客采摘外，
还打算开辟一块专门的场地作为番
茄、草莓的批发基地。

鲍科：果园走出“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

海曙记者站 张 立
通讯员 史 媛
本报记者 陈朝霞

初冬，四明山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味道。笔者来到了深藏于四明山
中的海曙李家坑村，现在正是翁和
锋与李彩娟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日
子，夫妻俩经营着村里唯一遵循土
法烘制番薯枣子的小作坊。

番薯枣子是本地番薯的加工
品，虽没有烤山芋的浓香，却带
有点熏香味；嚼起来软韧甜爽，
有种嚼山东大黑枣的滋味。与李
家坑只有一山之隔的余姚地界，
几乎家家户户有晒番薯枣子的习
惯。

番薯枣子加工起来并不轻松，
有四道工序：挑选番薯，削皮洗
净，整颗蒸熟，炭火烘烤。最辛苦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烘烤。“烘
烤又分三步，先烘干一遍，取出放
筐 里 去 除 水 分 ， 最 后 再 上 架 烘
干。”翁和锋表示，烘干一个番薯
得耗上两天两夜，其间还得不停翻
面，又必须保持炭火不灭不旺，待
番薯最后挤不出水分了，方可包装
出售。

为保质保量，翁和锋夫妇只在
每年 11 月初番薯丰收时才启用加
工坊。“从 11 月初到翌年 1 月，这
近百天时间是制作番薯枣子的最佳
时节。”翁师傅表示，番薯从当地
农户处收购，每年要收近 2.5 万公
斤，最后能做出 1500 公斤番薯枣
子。这些成品全靠夫妇俩每日每夜
在石头砌成的“烘焙坊”里辛苦加
工所得。

刚烘烤出来的番薯枣子可以直
接食用，放凉后口感更干爽。由于
李家坑村乃至章水镇只有这一家纯
手工制作番薯枣子的作坊，常有游
客和“回头客”上门求购。

当天，笔者恰巧遇到一群从集
士港镇赶来的“食客”。“我昨天特
地打电话跟老板预订，要不然怕和

去年一样白跑一趟。”从集士港驱
车 50 多公里而来的林师傅走进暖
乎乎的加工坊，立刻被满屋的番薯
香味勾起了馋虫，二话不说拿起一
个番薯枣子吃了起来。他带来的采
购队很快“抢光”了一早出炉的
30 公斤番薯枣子。临别时，林师
傅还乐呵呵地说，认准了李家坑这
家的番薯枣子，下个月还会带更多
的朋友来尝鲜。

由于是纯手工制作，翁师傅家
的番薯枣子每天限量，很多老顾客
吃惯了这个味道，每年会准时来抢
购。“经过网络传播‘发酵’，除海
曙区其他乡镇的客源外，还有象
山、绍兴等地的顾客慕名前来购
买。”看着自家的番薯枣子成了

“网红”，翁师傅满心欢喜。夫妻俩
还特意入手了一台真空包装机器，
通过真空包装延长番薯枣子的保质
期。

尽管凭借熟客的口口相传和李
家坑村的旅游吸引力，翁师傅不愁
番薯枣子的销路，但不便的交通条
件制约了这道农家美食走出深山闯
荡大市场。“很多人打电话希望有

快递送货上门，但我们这里至今未
通快递。”翁师傅直言，加工坊就
靠夫妻俩和几位帮工阿婆撑着，实
在没有精力腾出手来做“网购”和
送货等业务，小小番薯枣子只能静
躺山村等待游人。

不过，章水镇目前正通过特色
基地试点、龙头农企示范、打造专
卖平台等举措，往外推送一批本地
产的农副产品。翁师傅夫妇的番薯
枣子也有望搭乘这趟“货列”，走
出大山，香飘万家。

番薯枣子：四明山麓的农家“零嘴”

翁和锋将番薯枣子装箱翁和锋将番薯枣子装箱。。（（张立张立 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鲍科采摘樱桃番茄鲍科采摘樱桃番茄。。（（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红树莓喜迎丰收红树莓喜迎丰收。。

图为洪魏村金锁桥图为洪魏村金锁桥。。（（陈章升陈章升 厉倩文厉倩文 摄摄））

村民正在收割稻谷村民正在收割稻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