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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王珏

《冻米糖，一个冬天
的甜蜜惦念，记忆里最有
年味的“小食光”》

推送日期：2017年12月25日
推荐理由：任何一种味觉

记忆，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情
结。渗入了感情的味道，往往
能勾起人们的温情，触动内心
最柔软的部分。留在记忆最深
处那香甜可口的冻米糖亦是如
此，每到临近春节，它总能勾
起人们对故乡美食的怀念。过
去，每年的这个时候，许多农
村家庭会全家出动，制作江
南特色点心——冻米糖。热
灶台，熬制饴糖，翻炒搅拌
……一块块热乎乎的冻米糖
刚切好，就被等在一旁的孩
子哄抢一空，尝上一口，唇
齿留香，这也是许多人儿时
的回忆。镇海澥浦镇庙戴村
的刘国文师傅从十几岁开始
跟着父亲，40 多年日复一日
地手工制作冻米糖。他做的
冻米糖松脆香甜，不含添加
剂，深受周边居民喜爱，还有
许多人特意从宁波市区、慈溪
等地方赶过来购买。

小贝：小时候，冻米糖是
家里必备的年货，做冻米糖的
那天，全家都喜气洋洋的。

随遇而安：在冬天吃上一
块刚出炉的冻米糖，心情也会
变得甜蜜温暖起来。

莲娜：冻米糖不仅是一种
美味，更是一种家乡味、年
味。

《一碗长面，一缕乡
情。过去的面条美味，在他
们勤劳的手中留存至今，
没有改变》

推送日期：2017年12月20日
推荐理由：长面，宁波话

音似“长命”，寓意“长寿
面”，纯手工制作，工艺讲
究。整个过程要花上一天一
夜，需经闷缸、搓粗细条、晒
面等十多道工序。揉进了阳
光，揉进了时光，宁波长面，
那是淳朴劳作的老味道。现
今，手工制作长面的技艺已经
被列入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
宁波民间至今保留着产妇吃长
面、老人做寿吃长面的传统。
宁波长面具有细、白、韧、滑
的特点，口感好，易消化。产
妇吃了可增食欲，利奶水。老
人吃了，还有长命百岁的美好
寓意。

姚虹翔：宁波人做寿吃长
面，庆祝小孩出生也吃长面。
一方水土育一方美食，长面承
载着老宁波人的故土家园情
怀。

茉莉：煮长面也有讲究。
水沸后将面条下锅，待面软化
后马上捞起，然后用冷水浸泡
冲洗，再重新用冷水煮沸。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雪落
无痕 一生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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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程

“梭鞋踏破绿山巅，路转峰回
别有天。何处寺藏深山里，晚凉天
气坐谈禅。”这是清代诗人余道云
所著的 《云溪寺诗》。诗中所写的
云溪寺，坐落于余姚大隐镇云旱村
虞家，始建于唐乾宁年间，距今已
有一千多年历史。藏于深山的云溪
禅寺，是历代名人隐居、游览之胜
地。宋人杨适曾在此隐居多时，著
有《云溪寺记》。

大隐的地名，也是因晋代天文
学家虞喜隐居此地而来。虞喜博学
多识，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第一个发
现“岁差”的学者，但是他对功名
利禄毫无兴趣，隐居深山。现云旱
村虞家还有虞姓百余户，传为虞喜

后裔，仍保留祭祀先祖的习俗。大
隐人曾建虞公庙祭祀他，可惜此遗
迹已毁。目前还存有虞公故居，是
一处农舍式四合院，坐北朝南，东
西两侧各有楼房九间，前后各有平
房五间，中心为虞氏家堂，有石铺
天井约600平方米。

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上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给云旱村发展乡村
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源一直
藏于深山无人知晓。据云旱村党总
支书记洪湖介绍，四五年前，云旱
村是一个矛盾重重的落后村，一年
下来村集体收入只有七八万元，根
本没资金搞建设，村里的道路又小
又不平整，“别说发展旅游，就是
村民自己进出都不方便。”

2015 年年初，洪湖放下企业
事务担任云旱村党总支书记。他从
一开始就明确一手抓基层党建，一
手抓村集体经济收入。挂在村办公
大楼的“党建兴村”牌匾，不是一句
空话。村办公大楼、党员之家、廉政
长廊、村民说事厅……随着一块块
阵地的建成，以及基层工作机制的
规范，云旱村的干部群众深刻体会
到乡村逐步振兴带来的获得感。

通过三年努力，云旱村的村级
债务逐渐下降，年集体收入从 7万
元、20 万元再到 60 万元，实现了

“三级跳”，“明年有望突破 100 万
元。”洪湖说，云旱村建了一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展览馆，把村庄发展的
情况做了具体细致的展示，这在全
市村庄中是第一个。与此同时，在
大隐镇对村的综合考评中，云旱村

用三年时间，从末位爬升到首位。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

对很多地方来说已经过时，但是对
于小山村云旱，仍是最现实的问
题。有了资金之后，第一件事就是
修路。小路要拓宽，土路要硬化，
断头路要打通。其中，一条通往云
溪寺的第二通道修建，涉及多户村
民的征地还有不少拆迁任务，耗费
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这些都是
值得的，这条路对于盘活旅游资源
至关重要。”洪湖说，这条路把两
侧的旅游点都串了起来，有君子兰
基地、铁皮石斛基地、桃林、杨梅
基地等等，终点则是云溪寺以及梅
坑水库。

目前，大隐镇和云旱村已经委
托专业机构编制了乡村生态旅游规
划，将着重突出隐居文化和禅文

化，依托现有资源，打造一系列的
特色项目和产品，布局“一带、两
道、四区”，包括禅隐文化景观
带、云旱溪骑行道、虞喜登山道、
禅耕休闲区、禅意民宿区等。

根据规划，云旱村沿着云旱溪
自上而下分为生态区、工业区和商
业区。眼下，三个区块正由点到面
不断成长中。“围绕这三个区块，
云旱村将紧紧抓住生态保护的‘绿
线’、集体经济发展的‘金线’以
及基层党建的‘红线’，编织起乡
村振兴的梦想。”洪湖说。

云旱村云旱村：：虞喜隐居地虞喜隐居地，，编织振兴梦编织振兴梦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李 露 何好斌

阵阵冷空气袭来，唤醒了藏
在地里的奉化芋艿头。奉化萧王
庙、溪口、尚田等地的农户也迎
来了岁末的忙季。“跑过三关六码
头，吃过奉化芋艿头”的俗语在
长三角地区流传多年，可见奉化
芋艿头早已享有盛誉。

在如今的奉化全域旅游版图
中，萧王庙街道全力打造的“桃花
盛开风景线”上分布着好几个盛产
优质芋艿头的村庄。同时，奉化各
大酒店和农家乐大厨们年年都要
花心思琢磨相关的新菜品，争取让
芋艿头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招牌。
在上月举行的奉化区“百芋宴”制
作大赛上，大厨们拿出看家本事一
争高下。石锅煮香芋、铁板黑椒香
芋、酱鸭蒸双芋、腌笃芋艿头等新
菜品让现场观众停不下筷子。

日前，笔者慕名来到萧王庙
街道的大头饭店。还没到中午的
饭点，大厨张世国已在大锅边守
了近 3小时。“这还没算上熬高汤
的时间呢。”张世国以饭店老板孙
义栋的外号“大头”为灵感，幽
默地创作了一道以整个芋头为主
材料的新菜。圆滚滚的芋头以高
汤熬制 3 小时，再辅以两片油香
扑鼻的五花肉，立在盘中，让人
立即联想到“大头”。在“百
芋宴”上，这道名
为 “ 金 牌 芋
头”的菜品
获 得 一 等
奖。夹起
一 块 送 入
口中，绵密
软 糯 的 口 感
非比寻常，肉香
把芋头本身的清甜衬托
得更加诱人。

在这位掌勺十余年的大厨看
来，芋头是最朴素，也是最百搭
的绿色食材，既能与鸡鸭鱼肉相
得益彰，也能和寻常菜蔬和谐相
融。他创作的“脆皮芋头”和

“蛋黄芋头”，分获二、三等奖。
“脆皮芋头”是一种可甜可咸的点
心，把加好调料的芋头泥包入豆
腐皮，以中小火炸至金黄，样子
很像腐皮黄鱼，但吃起来外酥内
糯，层次丰富。“蛋黄芋头”的做法
与蛋黄南瓜类似，都要用到蒸熟的
咸蛋黄粉和椒盐。前几年，他还研
发了板蓝根芋头、芋头饼等菜品，
收获了不少“铁杆粉丝”。

“外地芋头吃起来水涝涝的，
但正宗的奉化芋头既粉粉糯糯，
又很有嚼劲。”正在悠闲品尝咸齑
汁烤芋艿头的熟客李大伯是土生
土长的萧王庙人。他告诉笔者，
不少饭店都派人去前葛村、周陈黄

村等芋头产地收货。这一带的
土壤中带有适量的沙土，最适合芋
头生长。精明的买家一眼就能判断
出芋头是不是当地出产：近球型，外
表棕黄，顶端为粉红色，单个重量超
1公斤，大的则有2.5公斤左右。

老板孙义栋负责去村里选购
芋头，厨师张世国则要根据芋头
的大小把握好烹饪时间。时间过
短，芋头烧不软；时间太长，就
容易烧糊。冷空气一来，芋头的
芽就会急速收缩。它们的呼吸作
用也大大减弱，能保存三四个
月，便于满足更多食客。“芋头不
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工艺，但许多
远道而来的客人就好这口家乡风
味。”孙义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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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记者站 张 立
通讯员 史 媛
本报记者 陈朝霞

到青山绿水间做农民，这是
今年 50 岁的叶宁起初不敢想象
的“后半生”。他原是一位有着
较好家底的企业家，但在商界打
拼多年厌倦了“劳力劳心”的工
作强度。自从 2012 年踏入章水
镇后，对秀美山水的眷恋以及对
无公害农产品的依恋让叶宁下定
决心，转型当“农夫”，打造属
于自己的“农创新时代”。

新型农民种田，自然要种出
新意。叶宁选择无公害种植方
式，在果园里先种上两年草，施
上两年的有机肥，还不喷农药。
按他的说法，这是在改善和增进
土壤的肥力。

这样的种植模式和当地大部
分农户全然不同，叶宁遇到困难
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借鉴，只能自
己摸索。夫妻俩首先跟农户学种
田，掌握基本耕种技术后，又从
书籍和网上查阅相同气候的果树
种植技术，再结合放养式和精耕
式农作技术，从播种育苗、整理
枝叶，到除草施肥，每一步都亲
力亲为。

“这里空气清新，污染少、
水源好、温差大，很适合特色果
业种植。”叶宁告诉笔者，他前
后投入了 300多万元，在这块自
己挑中的“风水宝地”陆续种上
来自美国、日本等地的 9个优质
桃种。他还经山东农科专家引
荐，种下了原产瑞士的“红之
爱”苹果，成为宁波首吃“螃
蟹”的果农。

今年晚夏，叶宁种植的桃树
首次结果，尽管产量不多，但让
他高兴了好一阵子。“每棵树结
的桃子少则 10 个，多的有 40 余
个 ， 最 大 的 有 7 两 重 。” 叶 宁
说，自家种的桃子个大、味甜，
关键还和本地桃错时结果，“这
样一来，我犹如有了市场主动
权，对今后的销售大有益处。明
年桃子和苹果就可以量产。”他
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也更坚定了

经营好果园的信心，
除了秉承“人无我有、人有

我佳”的种植理念，叶宁眼下正
计划注册商标，为自己的水果贴
上无公害标签。“我种的水果不
求量只求质，果园走的是精品化
路线。”叶宁表示，得益于当地
极优的水土环境和独特的高山气
候，产出的果实品质高。

“我一直觉得新农业大有可
为。”叶宁盘算着，园区今后的
发展方向是将水果种植与观光农
业结合起来，提升附加值。“我
会用心把这一片果园管理好，将
来各地朋友可以来这里观光、避
暑，还能到果园里现摘现吃。”

对于叶宁的选择，章水镇政
府在土地、人力、物资等方面给
予了大力支持。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
和重农氛围下，如今和叶宁一样
回乡或扎根大山创业当农民的人
越来越多，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
产业发展，还形成了示范效应，
吸引更多的村民发展特色农业种
植。

海拔800米高山
开辟“特色果园”

图为施工队正在云旱村内浇筑柏油马路图为施工队正在云旱村内浇筑柏油马路。。

叶宁在果园劳作叶宁在果园劳作。。（（张立张立 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张世国正张世国正
将芋头烧肉倒将芋头烧肉倒
入盘内入盘内。。
（（项一嵚项一嵚 摄摄））

金牌芋头金牌芋头。。

脆皮芋头脆皮芋头。。

蛋黄芋头蛋黄芋头。。

云旱村鸟瞰图云旱村鸟瞰图。。（（黄程黄程 摄摄））

企业家转行当“农夫”

12月8日上午，在海曙区章水镇箭峰村海拔近800米的四明山上，北风呼呼，室
外温度几近零度。叶宁正和妻子给果树修剪枝条。5000棵桃树，800棵苹果树，还有
红杏、冬枣、猕猴桃、桑果……叶宁通过土地流转方式，目前坐拥着160亩果园。因
为地处四明山巅，叶宁的果园称得上是宁波海拔最高的特色农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