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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世家”闻名

始建于明代的老街是石塘
村的主要村道，枕河而居的老街
两旁，如今密密排列着村居，很
难想像这里曾店铺林立，每逢集
市人流摩肩接踵。“这里周围曾
是广德湖，当年老街旁有座航船
码头，每天两班航船往返宁波。”
村党支书章挺介绍，石塘村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资教禅
寺、石塘碶等文化遗存，而且历
史上有“一村六进士”之说，当代
更是走出“一门三院士”。

石塘山南麓的资教禅寺初
建 于 五 代 后 周 显 德 元 年（954
年），后经历代多次重修，几经沧
桑，至今挺立。石塘碶则是广德
湖泄入余姚江的一处重要碶闸，
如今位于老街西侧的廊屋亭下。
亭下保留一块“重修石塘碶碑
记”，详尽记述了碶闸效益、建造
纠葛以及宁波府调处意见等。

最让石塘村人自豪的莫过
于老街航船码头旁的翁文灏故
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明清风格建
筑，高高的马头墙、明堂、木屋、
雕花窗棂，一代名人翁文灏就是
从这里走向全国、世界的。

翁氏家族称得上是“科技世
家”。翁文灏是我国现代地质学
的奠基人，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彩
色地质图，也是第一位引介魏格
纳“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
者。翁文灏堂弟翁文波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我国重力勘探、
地震勘探、地球物理测井和地
球化学勘探技术开拓者之一，
被称为“中国地球物理之父”。
此外，翁氏家族还走出“中国
控烟之父”翁心植、“中国输油
第一人”翁心源、著名钛金属
专家翁心梓等一大批献身科学
的能人。

文化“品牌”精彩

如今的石塘村成为高桥镇
的文艺“样板村”。“我们创建‘天
天乐、天天读’工程，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用于公共文化事业，
建成文化礼堂、多个老年活动室
和文体活动中心，让全村老少乐
享文化生活。”章挺说。

笔者走进石塘村文化礼堂，
立刻惊叹这巨大的空间。“礼堂
面积达 1400 平方米，不仅可以
举行文艺演出、办喜酒寿宴，还
辟出了五个羽毛球场，一个气排
球场。”章挺说，村文化生活的硬
件设施到位了，软件建设并驾齐
驱。

“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在
石塘村司空见惯，村里人人热
爱文艺，唱歌、跳舞、唱戏、
跳健身操……天天有活动。以
前很多村民没事干，打麻将、
打牌成为主要的休闲活动，现
在全村有 10 多支文体队伍，每
天身心愉悦。”村文体委员陈叶
佩说，随着全村文化建设的深
入 ， 石 塘 村 组 建 了 上 百 人 的

“农民艺术团”，吹拉弹唱样样
精通，从 2010 年至今，连续举

行七届“情系石塘”草根文艺
晚 会 ， 使 之 成 为 村 里 著 名 的

“文化品牌”。
石塘村还组建起男女两支

舞龙队，专程请来国家级非遗
“奉化布龙”传承人手把手教授，
队员们每周刻苦训练。功夫不负
有心人，如今这高桥镇唯一的舞
龙队远近闻名，常常受邀到各大
庆典活动上进行表演。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
化活动更成为凝聚人心、提振
精神的“助推器”。2016 年 6
月，石塘村组建了有 20 多人的
志愿者团队，每月上门为 70 多
岁的老人理发、剪指甲、量血
压，让村里老人倍感温暖。平
时志愿者还会主动打扫村环境
卫生，帮扶困难村民，大家相
亲相爱，全村越来越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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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融合的全新探索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农业部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首批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
名单的通知》，公布了首批148个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单
位名单，达人村项目是宁波唯一入
选的项目。

根据要求，入选的示范园可得
到信贷、用地保障、产业融合公
共服务供给等多方面支持。

“这是我们甬江对乡村振兴的
全新探索。入选国家级的示范园名
单，得到更多政策支持，让我们充
满信心。”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党支
部书记朱永明说。

事实上，畈里塘村所处的甬江
北郊片区，曾是老城区内最大的蔬
菜基地，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监
管，盘踞了大量的农业设施用房，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影响着区域

面貌。
2016年初，甬江街道与达人旅

业合作，并与中国美院和浙江省农
科院强强联手打造达人村项目。经
过两年的规划与建设，达人村项目
已经从图纸走向现实。村子以土地
入股，每年可以参与分红，而在景
区范围内的 18 间老屋，由项目方
通过村委会，向村民统一租用，每
年支付高于市场价的租金，项目一
旦开业，还能带动村子周边餐饮、
民宿、农产品等进一步发展，一举
多得。

好项目带动村民不断增收

上周末，畈里塘村不少村民来
到达人村参观，连连称好。“现在
还 没 正 式 营 业 ， 人 气 已 经 很 旺
了。”村民马国伟很兴奋。他告诉
笔者，自己 200 多平方米的老房被
租用，每月可以拿到 15 元/平方米
的租金，而且，租金每年上涨，到
了 2022 年，可以翻一番。“当时很
多村民对这个项目持观望态度，现
在不一样了，村民都希望项目越办

越好。”
达人村项目负责人吴旭峰告诉

笔者，对于项目的前景，大家特别
看好。项目不仅给村集体和村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还带动了村民
就业。尽管目前项目还没有正式运
营，但已招了 3 位村民担任管理人
员，招了 5 人任营业员。达人村火
爆的人气，还吸引了 3 位村民自主
创业，开美食店。

“我们将以活动的形式，进行
先期推广，项目预计今年10月1号
正式开业。”吴旭峰介绍，今年达

人 村 举 办 首 届 “ 田 园 趣 味 嘉 年
华”，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
春 田 花 花 运 动 会 、 菜 地 亲 子 之
旅、田园美食节、传统手作体验
等，还有宁波老话串串烧、清明
祭祀等富有传统民俗特色的体验
活动。

吴旭峰认为，达人村以田园、
商业、休闲为驱动，弥补了宁波都
市休闲田园综合体的市场空白，形
成乡村夜游、特色赶集、节庆庙
会、民俗演艺等亮点，将成为市民
城市中心田园休闲目的地。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厉倩文 胡格格

春节过后，在慈溪市掌起镇周家
段村委会上班的小高接到许多村民
打来的“表扬电话”，大伙儿说的是同
一件事:“村里有位‘扫帚爷爷’4年来
一直为村里义务扫地。现在，在他的
带动下，一些村民也加入义务保洁员
队伍中，当起了环保志愿者。”

村民所说的“扫帚爷爷”叫刘移
海，今年 74 岁，家住周家段村直弄。
以前，他是村里的保洁员。4 年前，考
虑到他年事已高，村里没有继续聘请
他打扫卫生。可闲下来的他没打算退
岗，每次看到自己曾经负责的路段上
有果壳纸屑，他还是会习惯性捡起来

收拾干净。
“平时，除了照顾家里生病的老

伴外，就是在老年活动室帮忙烧水擦
桌子，何不把其他空余时间利用起
来，为村里多做点贡献，义务打扫卫
生呢？”打定主意的刘移海迅速行动
起来。每天清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他都会出门打扫卫生。刘移海的老伴
常劝他，“年纪大当心吃不消，等天亮
了再去也行……”他却总是劝老伴放
心，“没事，已经习惯了。我就出去扫
一会儿，顺便锻炼身体。”

刘移海的清扫路线一般从家门
口出发，先把细长的直弄扫干净了，
再去清扫与直弄相连的村中路。村中
路是周家段村的主干道路，沿着河道
分南北两侧，东西贯通整个村庄。每

天，刘移海来回扫一遍要花半个多小
时。“我住的地方就是这么一条巷子，
街坊邻居也是老熟人。地扫干净点，大
家看着清爽，心情就好。”刘移海说。

家住直弄北端的茹阿姨是这条
巷子里的老住户，“老刘原来就是热
心肠的保洁员，现在这个年纪还要义
务劳动，我们这帮老朋友打心底佩服
他。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也会经常打
扫一下门前屋后和周边小巷，共同做
好保洁工作。”

日子久了，刘移海义务打扫卫生
的感人事迹逐渐在村民中传开来，村
里的年轻人亲切地称他为“扫帚爷
爷”，刘移海本人却很谦虚。“这两年，
路上能扫的垃圾越来越少，我打扫卫
生比早几年轻松多了。特别是去年开
始村里换了新的垃圾桶，环境卫生也
变得更好了！”刘移海乐呵呵地说，

“现在，我身体硬朗着呢，家里人都很
支持我。打扫卫生既锻炼了身体，又
让村里变得更干净，一切付出都是值
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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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上午，深陷民间借贷纠纷
的求助者从象山北上；下午又有人从
余姚南下，请教财产继承问题。自
2010年 8月以来，奉化区岳林街道新
民社区的“爷爷团”法律工作室每周三
会开门“坐堂”，为远近市民义务提供
法律援助。本月初，工作室发起人张举
直编写的普法读本完成了编印工作，

这几天常有人上门免费领取。
“退休后比工作时还忙碌，

但我一点不后悔。”今年 82 岁
的张举直老人拿出了一沓厚
厚的材料。他说，到今年年
底，工作室累计接待现场咨
询人次将超过 1000 人，代写
的法律文书将超过100份。每
年，他要整理超过 10 万字的
现场咨询材料。

张举直原本是一位中学语
文教师，1983 年被借调到奉化区

检察院协助办案，1993 年从教育系
统退休。此后他在奉化的一家律师事
务所工作了 8年。多年的法律工作为
他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他的身体状况
一直不佳。2010 年，他离开律师事务
所，打算回家休养。“没想到，一闲下
来就天天跑医院。”在新民社区的支
持下，张举直联系了 5位从区司法系
统退休的同龄人，办起了“爷爷团”法
律工作室。

“爷爷团”成员中，年龄最大的88
岁，最小的 70岁。张举直感慨，“风雨
无阻，老兄弟们每周三会在早上 8点
准时到岗。”除了现场答疑，老爷爷们
还会把法律文书带回家写。工作室的
名气大了，常有人打来电话，或是上
门咨询，这也要花去他们大量的时间

精力。张举直有两部手机，每年的通
信费超过 2000 元，都是他从退休工
资中支取的。耳濡目染之下，老伴逐
渐成了财产继承问题方面的“土专
家”。

不怕花钱花力气，张举直唯一担
心的是，老伙计们年纪增长，缺少接
班人。“去年有一个老伙伴走了，如今
我最愁的就是青黄不接的问题。”在
区司法局和新民社区支持下，2016年
春节后，他开始编撰名为《法律就在
你的身边——人民法院案例选编》的
法律知识读本。他希望这本册子让工
作室的接班人和更多求助者有个参
考。他用不惯电脑键盘，只能通过手
写板逐字逐句输入，老人坚持了一年
半，将22万余字的材料整理成册。

该读本收集了他工作以来精心
摘选的 170余个民事案例，有他经手
的，更多的是其他各省市人民法院的
优秀审判案例，读来通俗易懂。区司法
局首批印制了1200册读本，有需要的
市民可到新民社区领取。

“做法律工作，最让我高兴的并
不是帮人打赢了官司，而是化干戈
为玉帛。”30多年来，他经手的绝大
部分案子得以成功调解，帮大家省
去了打官司的麻烦，这是他这辈子最
有成就感的事。

奉化：八旬老人自编普法读本

慈溪：“扫帚爷爷”乐当义务保洁员

春光明媚，百花争艳。上周末，在江北甬江街道达
人村里，300亩油菜花竞相绽放，人流如织。万余市民体
验了一场盛大的“田园趣味嘉年华”。

“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花海、有美
食，还有丰富的活动，我们不用跑到远处去看油菜花
了。”家住洪塘的陈女士上周六一早带上女儿，踏青赏
花，拥抱自然。

看山望水，寻找乡愁。在国家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达人村是以复兴乡村文明为使命而打造的浙江
首个田园综合体。该项目占地628亩，涉及畈里塘村对江
沈自然村和外漕村小徐江岸自然村。“这是以发展生态田
园为基础，融合了创意农业、休闲旅游、民俗演艺、童
话世界、田园社区五大核心功能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
体，是江北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甬江街道党工委
书记许光明说，我们不仅要让游客留下来，更要让乡村
火起来。

达人村300亩油菜花盛开，现场人流如织。（厉晓杭 摄）

“细雨迟山市，乡邻拉伴行。鱼虾衣角裹，鹅鸭担头鸣。白
酒喧茅店，红装纳竹籝，亲朋大都在，街口竞呼名。”一首《石
壕市》诗，让当年石塘村老街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
呼之欲出。诗中的石塘村位于海曙区高桥镇西隅。

走进石塘村，昔日繁华不再，保存至今的古街、名宅、古
碶、旧庙依稀散发着过往的风采，而这里远近闻名的精彩文
化生活，更为古村平添了魅力。

张举直在接待上门咨询的市
民。 （项一嵚 摄） 翁文灏故居。（陈朝霞 摄）

“ 扫 帚 爷
爷 ” 刘 移 海

（中） 与村里的
志愿者清扫道
路。
（陈章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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