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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张琦

“ 这 几 天 生 意 一 桩 接 着 一
桩，刚过完年就卖出了 20 多万
元的盆景。”日前，笔者站在一
片造型独特、长势良好的盆景
边，听着海曙区集士港镇斌艺盆
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斌的介
绍，看着满载盆景的货车一辆接
一辆驶离，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小
盆景里蕴藏着大“钱景”。

盆景艺术在我国有悠久历
史，被视为缩小版山水风景并受
到推崇，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增
加，正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美丽
产业”。子承父业的朱斌就是认
准 盆 景 产 业 的 大 有 可 为 ， 从
2011 年注册成立合作社以来，
辛勤耕耘，目前生意越做越顺
手。

“合作社目前拥有盆景基地
50 亩，钢架大棚、喷管、盆景
工作室、盆景架台等专业设施齐
全，还在集士港和高桥等地建成
200 余 亩 苗 木 基 地 。” 朱 斌 介
绍，合作社主打商品化盆景，销
路广、卖得好，眼下最受客商追
捧的品种有五针松、黑松、罗汉
松、黄杨、榆树等。

“盆景要卖上好价钱，造型
制作很关键。”在朱斌的带领
下，笔者见识了简易版盆景制作
流程：选材、分片、修剪、缠
丝、造景。据悉，一件盆景正式
制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小时；而从
一株绿植到成品出售，中间“蛰
伏”的时间更漫长。朱斌一边演
示一边介绍，长在地间的苗木需
要定期整形和修剪，苗木上盆后
需要蟠扎、吊枝，达到理想的形
状后还要定型制作。

“盆景日常养护管理也要很
仔细，浇水、施肥、除虫、修剪
覆型、解铁丝铝丝等一点不能马
虎。卖相好坏直接影响价格高
低。”朱斌表示，目前对外批量
销售的盆景价格有两三百元一
盆，也有上万元一盆，“最近卖
得最火的是黄杨，可制成云片状
或馒头状，或加工成自然树形，

满树嫩绿，十分悦目。”
随着盆景产业越做越大，朱

斌对未来充满信心。经营之余，
他坚持进修充电，开动脑筋，在
经营中做加法、做乘法，把一盆
盆苗木做成了赏心悦目的艺术
品。“我们合作社还将开辟 200
亩苗圃基地，并对盆景工作室升
级改造。”朱斌说，合作社目前
吸纳了近 20 位当地农户帮工，
每人每月可以增收三四千元。

“希望接下来还能改良盆景
品种，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品
质 ， 同 时 考 虑 对 接 ‘ 互 联
网+’，以网络为平台，为合作
社发展找资源找客商。”在朱斌
眼里，只要找准市场接入口，敢
于思考和创新，盆景和许多农产
品一样也能改变低端产业的偏
见，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一道靓
丽风景，不仅拓展增收渠道，还
可以点缀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李欢腾 黄亦馨

“综合我们了解到的你们之间
的婚姻状况，我们认为男方的要求
从情理上说没有问题，具体金额还
存在协商的余地，希望你们双方能
再斟酌协调。”近日，在柴桥人民法
庭芦江大阿嫂调解工作室内，特邀
调解员虞媛正在为一起婚姻纠纷做
着调解工作。据悉，像此类民间调解
组织进驻法庭参与调解的形式在全
省尚属首例。

随着省妇联及省高院关于家事
调解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市、区级妇
联也高度重视，为此柴桥街道妇联
成立芦江大阿嫂家事调解工作室，
针对各村社范围内的家事纠纷开展

调解工作。柴桥街道妇联主席李碧
雅介绍，去年 9 月，芦江大阿嫂家事
调解工作室与柴桥人民法庭合作，
组织 5 位阿嫂轮班坐镇柴桥法庭驻
庭调解，主要针对离婚、抚养、赡养、
遗产、邻里纠纷等家事进行调解。

农家大阿嫂如何参与调解？虞
媛告诉笔者，调解分为诉前调解和
诉中调解，诉前调解即当事人到法
院来咨询或是打算立案起诉时，大
阿嫂适时参与，了解事情的过程并
进行解答；诉中调解即当事人提交
诉状后，大阿嫂在了解案件情况及
与当事人沟通后，将当事人约到调
解室进行调解，力争让双方当事人
和平自愿达成一致。此外，大阿嫂还
作为心理咨询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
疏导，解开心结，并给出可行性意见

与建议。
前不久，虞媛调解了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这对夫妻原本因感情破
裂向法院起诉离婚，纠纷事由主要
是孩子是否归男方抚养、女方每月享
有两次探视权、分割共同财产 20 万
元。在弄清事情原委后，我做了好几
轮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虞
媛说，芦江大阿嫂调解工作室的成
立，能及时主动调处婚姻家庭矛盾，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成为解决群
众家庭、邻里矛盾的重要阵地。

“让大阿嫂们参与到法院立案
案件的处理中，协助法官做好调解
工作，大大分担并减轻了法官的办
案压力。”柴桥人民法庭法官薛贞炎
表示，此外，借助民间力量，提高司
法效率，也是当前司法改革推行大

调解模式下的一大举措，成效明显。
“除了驻庭特约调解员之外，芦

江大阿嫂工作室还有 40 余名大阿
嫂、30 名志愿者，常年在社区、村里
开展家事调解工作。”李碧雅说，家
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最基层细胞，
家庭关系稳固是社会关系和谐的基
石。工作室的成立，最大限度避免了
家庭纠纷转化成社会纠纷，实现了
家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有效维护了辖区社会的和
谐稳定。

农家大阿嫂
轮班坐镇法庭驻庭调解

余姚瑶街弄村：
江南鱼米之乡
展露新风采

走进北仑柴桥芦江大阿嫂调解工作室，“有理不在声
高、有力不在个高”这12个大字异常醒目。大字下方的桌
面上放着一本处理纠纷登记本，细细翻阅可以看见每一页
的案件登记表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案件明细，内容包括纠纷
类型、受理时间、结案时间、当事人姓名、年龄、电话、
纠纷事由、调解结果等。目前，“芦江大阿嫂”已参与调解
70余起纠纷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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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陈晓晓 张根苗

墩岙村位于泗洲头镇的最南
端，与宁海长街相邻，村域面积 2.5
平方公里，有 246 户农户。“前山后
山山靠山，羊肠小道九曲弯”是过去
墩岙村村容的真实写照。“我 1998
年走上书记岗位时，全村人均年收
入只有 3600 元，是全镇最落后的
村。村内道路坑洼，环境脏乱，危旧
房随处可见，老百姓没有休闲娱乐
场所，每天想着打麻将。”村党支部
书记鲍英钱说。

如何改变一穷二白的“山沟沟”
面貌？墩岙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村庄

发展的头等大事，扎实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这些年，该村以创建市小康
示范村、环境整治提升村等为契机，
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完成了村庄梳
理式改造、南湖水库整治、围湖休闲
公园、生态河道治理、环村路接线、文
化礼堂、登山步道等 70 余个建设项
目，全力打造“中国梦想·美丽墩岙”。

公园内，村民聊天游玩；水库
边，一家子散步谈心；文化礼堂内，
大妈大伯跳舞健身……如今，全村
一派“环境美如画，生活乐悠悠”的
幸福景象。对于墩岙村容村貌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山东嫁到该村的张
玉芹感触颇深：“我刚嫁过来时，这
里三面环山一面路，根本不想在此

生活。但做梦也想不到村子能发展
这么快、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觉得这
里才是我的家。”村民小黄告诉笔
者：“我在县城打工，周末同事、朋友
很喜欢来我家玩，因为我们村庄
美。”全村生活环境的不断提升，让
村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村美的同时，还要有富民的产
业，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墩岙有山又有
水，得天独厚。”鲍英钱说，该村依托
丰富的山地和海水资源，大力发展
果蔬产业和水产养殖产业。

目前，墩岙村种植有 1200 亩杨
梅、1100 亩柑橘、300 亩桃形李，海
水养殖梭子蟹、蛤蜊、青蟹等 1000

亩左右，成立了半山腰果蔬专业合
作社和临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引进优良品种，推进与高校合作，开
展标准化生产管理，引领果蔬产业
和水产养殖业走科技化发展之路。
去年，全村实现杨梅总产值 120 万
元、水产养殖总产值 1100 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2.3万元。

近两年，随着甬台温高速复线
的加快推进，墩岙村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迈开了旅游业发展的
步伐。在去年的“乡贤说事”会上，离
乡 40 余年的村民黄伦祥提出要以
建设精品民宿为突破口，提升墩岙
村的旅游接待水平，把乡村旅游做
大做强。在村干部积极沟通和协助

下，黄伦祥注册成立了“望乡旅游”
公司，并投资 500 万元建设精品民
宿、标准化垂钓区等项目。

在“望乡旅游”带动下，越来越
多乡贤回巢。37 岁的村民柳卫东在
外创业近十年，看到家乡的发展变
化后决心回归。今年春节期间，他和
父母忙着腾空房屋，准备开办精品
民宿。“在外我是游子，远离父老乡
亲。在家乡和家人一起创业，就算赚
不了很多钱，也会开心。何况现在乡
村旅游热潮涌动，凭借墩岙的大好
风光，旅游前景可期。” 柳卫东说。

据介绍，今年墩岙村有 8 个精
品民宿项目上马，8家农家客栈计划
投入筹建。此外，南湖游船、烧烤基

地、果蔬采摘区、垂钓区等 10 余个
旅游项目相继提上日程，并计划于
近日动建。

省 美 丽 宜 居 示 范 村 、省 卫 生
村、市小康示范村、市文明村等60
余项荣誉加身，吸引全市各地来村
里参观交流者 250 余批次……墩岙
这个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正
挺立在乡村振兴的潮头前行。

墩岙村全貌。（沈孙晖 张根苗 摄）

象山墩岙村象山墩岙村：：
产村相融产村相融，，村美民富村美民富

走进象山泗洲头镇墩岙村，精致典雅的农家小院错

落有序，笔直整洁的村道纵横宽阔，舒适宜人的绿化遍

布村庄。围湖公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分布有致，绿

树掩映，风景如画。由宁波望乡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的4

家精品民宿正加紧施工中，预计今年 6月中旬投入运

营。

朱斌在整理盆景。（陈朝霞 张立 摄）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瑶街弄村地处姚江平原水网，
为姚江中河水系，姚江、贺墅江、中
河等流经村庄。这里的土地多青紫
泥，粘韧肥沃，最适宜种水稻，自古
以来就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其
中贺墅江是晋代名士贺循规划开凿
的一条人工河，给人以灌溉、舟楫、
养殖、渔业之利。后来，礼部郎中在
姚西三十里碑建怀贺亭，以示纪念。

如今的瑶街弄，已经成为远近
闻名的先进村。去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 692万元，而在 10余年前，这
个数字不足 20 万元，增加近 35 倍。

村庄先后获得宁波市文明村、宁波
市卫生村、余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称号，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
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近年来，村庄在党组织的带领
下展露迷人的新风采。该村大力支
持农业开发、观光旅游和农家乐等
有机融合。“瑶街弄村与余姚城区接
壤，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凸显了其独
特的区位优势。”该村党总支有关负
责人表示，以油菜花基地为着力点，
通过举办油菜花节，村党总支下设
六个前哨支部通力协作，共同推出
各类农旅活动来打响农业旅游品
牌，同时逐步完善周边餐饮娱乐等
产业，促使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土地流转是瑶街弄村发展的
“法宝”。该村在土地流转模式上作
出了新的探索与尝试，大力推进承
包地整村流转项目：全村817户农户
全部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实现了
整村流转，是省内首个农村承包地
整村流转项目。“流转面积总计2757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6%。” 瑶街
弄村党总支书记施兰芳说，实现规
模经营之后，土地产出大大提高，每
年每亩可获得 850 元的土地流转收
益；而且流转后，基地设施维护由合
作社和大户负责，省去了农田水利
设施维修支出，村庄每年可减轻 40
余万元的财政负担。

瑶街弄村是余姚市粮食主产区

之一，农业部水稻万亩高产创建示
范片核心区和宁波市万亩水稻星火
绿色示范基地相继在该村落户。早
在3年前，该村就率先实施农业综合
开发土地治理粮食功能区高标准农
业建设项目，建成一批旱涝保收、稳
产高产的标准农田，并不断加快农业

“机器换人”步伐，推进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保证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与此同时，瑶街弄村党总支调
动各方力量，全力配合余姚水利史
上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西分工
程的各项政策处理工作，使之在瑶
街弄村率先动土开工，这一项目将
从根本上解决易涝问题，使得水稻
种植产业得以稳定高效发展。

近日，华东首届最美金花村评选结果揭晓，余姚市马渚
镇瑶街弄村名列其中。金灿灿的油菜花，吸引着大批游客前
来观光踏春，带动产业发展，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动力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为期一周的油菜花节，带来了3万余人次的
游客，带动餐饮等收入70余万元。

图为“金色花海辣妈亲子秀”吸引了大批游客。 (谷志锋 黄程 摄)

芦江大阿嫂家事调解员深入田间地头宣讲反家暴法。（李欢腾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