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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路湖头村岔路湖头村：：
仙宗古乡高风起仙宗古乡高风起

沿着风光秀美的村道进入宁海岔路镇湖头村村
口，一处气势恢宏的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湖头村
的标志性建筑西洋葛氏宗祠。宗祠正门上方悬挂着

“大通宣威府”匾额，相传在宣和元年 （1119年）
由宋徽宗御敕。祠堂大门的楹联“西洋古族无双
姓，东晋名儒第一家”，记录了这个村庄曾经的辉
煌。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孙 勇

今年 52岁的夏安琴是古林镇
郭夏村人，2004 年，夏安琴离开
了 从 事 七 八 年 的 宠 物 养 殖 行
业，在宁波开出了自己的首家
水果销售门店，开启了水果行
业的探索之旅。“从小在农村长
大，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我对
蔬菜瓜果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亲
近。”说起自己投身水果行业的
想法，夏安琴将之归根于自己的

“田园情结”。
两年后，夏安琴不满足于水

果销售，将目光瞄向水果种植
业。2006 年，郭夏果业合作社在
古林镇葑水港村成立，随之建起
了 140亩水果种植基地。“其中种
植最多的是 80亩葡萄，当时引进

了新品种‘甬优一号’。”夏安琴
回忆，作为水果种植的“门外
汉”，她加入区葡萄种植协会，接
受市、区专家的指导培训，从零
开始学习。

回忆创业的艰辛，夏安琴感
叹，最困难的是，每年葡萄成熟
时，正值台风频发季节。需要控
水的葡萄根系被大水浸泡后，吸
满了水的葡萄一颗颗裂果掉落，
真的很心疼。“产量至少损失三分
之一，一年的辛苦付之流水。”

经过十余年的学习摸索，如
今夏安琴俨然成了一名水果种植
行家，侃侃而谈“种植经”。“葡
萄枝条在头年下半年种下去，需
要精心养护，第二年春天出芽
后，修剪去多余的枝条，到第三
年才能正常结果。”夏安琴说，从
2012 年开始，基地引进广西、云

南等地的葡萄新品‘阳光玫瑰’
新苗，分期置换已经种植了十余
年的“甬优一号”。

“虽然‘阳光玫瑰’管理要求
高、产量不及‘甬优一号’，但是
它香甜可口，市场最高价可卖到
每公斤 80 元。”如今，夏安琴的

“果忆鲜果”水果销售门店已发展
至 25 家，网上销售也渐入佳境。
夏安琴有自己的“生意经”：“除
了水果种植和销售，还要拉长产
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年 10月，夏安琴和宁波
市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专家合
作，研发成功国家科技农业成果
转化资金项目“南方设施葡萄贮
运保鲜技术”。“这一技术能让葡
萄在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保鲜时
间从1个月延长至3个月，为葡萄
产业化运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促

进了葡萄产业链延伸。”
去年，夏安琴还将从大学国

际 贸 易 专 业 毕 业 的 儿 子 夏 杰
“拉”进自己的“水果产业链”
中。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的
夏杰看好农旅结合的发展前景，
对母亲的水果产业有自己的新想
法：“我打算将种植基地与生态旅
游相结合，发展亲子游、采摘
游；同时开发水果汁、水果干等
衍生品，将水果产业上下游连接
起来。”夏杰透露，他注册了自己
的农旅公司，并和浙大等科研院
校达成合作意向，研发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延长新鲜果汁保质期
达到 1 个月的新技术，期待从母
亲的花果山水果种植基地起步，
不仅将宁波地产优质水果推向全
国，更让宁波优质农特产品“抱
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张根苗

金春林是泗洲头人，今年 39
岁。2014 年 11 月，他从上海招商
引资成立“恒诚生态农业”公
司，并于次年 1 月承包了一块荒

废十多年的山地，平整后将有机
肥拌入土壤进行改良。随后，公
司引进 1000多株新品种素桃，经
上海基地育苗后，种在了这片山
地上。

好马配好鞍！有了优质品种，
培育方法更要精细化。“我们果园
每棵桃树都依照图纸相应的位置

来种植。”金春林说，一亩地普通种
法为 50 棵至 55 棵桃树，但他们每
亩只种植 16 棵，“走质不走量，这
样种能让每颗桃子得到充分生长
的空间，互相不影响。”

平时，桃园用人工割灌机进行
除草，并就地掩埋腐烂，增加土壤
肥力。到了素桃坐果、选果阶段，将

近90%的幼果要疏果去除，剩下的
优质果子套上两层套袋，并在摘去
第一层套袋后，地上铺设反光布，
防雨防虫的同时可以 360 度增光
聚光。“套袋也是花高价从日本进
口的，价格是国内的十多倍。”金春
林说。

金春林对种植的要求近乎“苛
刻”：“一棵桃树今年长了多少颗素
桃，明年增加的产量要以此为基
数，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过量增
产会导致果子质量不合格。”在他
眼中，产品只有优果和垃圾两种，
不存在次品，不会将就着便宜卖。
去年雨季较长，果园种出的 2700
颗样果虽然比市场上普通桃子品
质好，但在金春林看来却“不及
格”，最后全部就地掩埋。“东西贵
精不贵多，不能为了收益而降低标
准。我要求每颗果子重量达到 200
克。”他认真地说。

据金春林介绍，预计今年果园
可产出 1 万颗素桃，6 月底进入采
摘期，一直持续至 7月底。“素桃色
泽鲜艳，有点像苹果，味道清口。与
同样重量的普通桃子相比，素桃个
头小、桃核小，但密度高、水分多。”
他告诉笔者，这种精品水果论颗销
售，每颗市场售价可达48元。

本报记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艳艳

徐家“社区拍客团”被居
民们亲切地称为“徐家爱心摄
影队”。两年前，“拍客团”负
责人童阿姨收到女儿赠送的一
部小米手机，很快，她迷上了
刷微信、发微博和美图秀秀。
热心的童阿姨把自己拍下的自
然、人文景观同邻居们分享，
有不少老邻居也跃跃欲试，跟
童阿姨一起学拍照。

很多老人是第一次接触智
能手机，他们总会一次次地向
儿女或年轻社工求教，后来还
学会了上百度搜索解决办法。
如今，“拍客团”已由起初的 5
人发展到了 15人，还吸引了不
少玩“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
爱好者加入。“拍客团”以退休
老人为主，平均年龄 60岁，年
龄最大的76岁。

徐家社区始建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小区里老人居多，
因此邻里互帮互助成为主要拍
摄题材之一。特别是随着“拍
客团”队伍的壮大，拍摄内容
也从原来的美景扩大到社区好
人好事、温暖瞬间等，还定期
举办各类活动为老人免费拍
照。笔者从童阿姨去年拍摄的
1000 多张照片中看到，有许多
内容反映敬老爱心故事的，如
帮老人推车、拎东西，陪老人
就医，扶老人过马路等。每次

逢年过节，社区举办的包汤
圆、看甬剧等活动，也都被拍
客们记录下了一张张老人们欢
乐的笑脸。

最近，“拍客团”在尝试一
个新设想：社区管理随手拍。
原来，徐家社区是个没有物业
的开放式老小区，小区内的很
多问题靠居民自治。利用业余
时间，“拍客团”成员分头行
动，跟随自己所属的网格长一
起巡逻，每次遇到乱丢垃圾、
下水管破损、绿地毁坏、车子
乱停等现象马上拍下来，并向
社区汇报。几天前，“拍客团”
成员张师傅在惊驾路189弄5号
拍到了一张乱丢生活垃圾的照
片，他马上把照片及事发地点
等情况向网格长汇报，网格长
半小时内就找到了乱丢垃圾的
业主，并做了思想工作。该业
主也为自己一时的不文明行为
表示歉意，并承诺下不为例。

“拍客团”的暖心行为，影
响了越来越多居民。让“拍客
团”成员欣慰的是，越来越多
居民申请加入“拍客团”，想用
自己的方式，为社区发展贡献
一分力量，用手机、相机记录
发生在家门口的温暖和感动。

徐家徐家““社区拍客团社区拍客团””：：
用相机记录幸福生活用相机记录幸福生活

“草莓4月底要下市了，接下来西瓜、桑果、葡
萄、无花果等将轮流接档市场。”近日，在海曙区古
林镇葑水港村花果山水果基地，基地负责人夏安琴开
心地介绍，这些水果是她打造的从种植、销售到保
鲜、加工一条龙的“水果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

夏安琴夏安琴::
““十年磨剑十年磨剑””打造水果产业链打造水果产业链

金春林：精细化培育素桃
走进象山泗洲头镇横

埕村的水果精品园，宁波
市恒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金春林正和工
人们忙着用竹竿将素桃枝
塑成“Y”形，以给桃树增
高。桃树种植多为矮化培
育，为什么金春林要反其
道而行之？“这是日本的种
植方法，可以增加素桃的
光照和通风，有利于生长
及品质提高。”他告诉笔
者，这样栽培成本很大，

“算上人工和毛竹，每亩要
2000元左右。”

“来，看这里，笑一下！”“大家靠拢一点，对，很
好！”……春光明媚，鄞州区明楼街道徐家社区的公园、
河畔很是热闹，居民忙着和小区里的美景合照，留下幸
福的瞬间。为大家拍照的，是由 15 位居民自发组成的

“社区拍客团”。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记录下居民们的赏花瞬间记录下居民们的赏花瞬间。。（（王艳艳王艳艳 王博王博 摄摄））

夏安琴和儿子在查看葡萄长势。 （陈朝霞 摄）

金春林在查看桃树长势。（沈孙晖 摄）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蒋 攀

湖 头 村 古 称 西 洋 （又 称 西
阳），建村已有 1600 多年历史。据
湖头 《葛氏宗谱》记载，葛姓始祖
葛洪晋成帝咸和元年 （326 年） 复
归大洪山学士坪修道炼丹十余年，
次子葛勋留居西洋，在此落籍生
根，代代繁衍，成就了今天庞大的
葛氏家族。

村党支部书记葛民文告诉笔
者，投资 400 多万元的葛氏宗祠修
缮一新，宗祠内建筑精华部分当属

戏台，藻井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结构巧妙，甚是精湛。如今，葛氏
宗祠也是村文化礼堂，礼堂内的宣
传栏上书写着葛氏祖先故事、村史
故事。去年，浙江省评选产生 50
个“示范文化地标”，湖头村文化
礼堂名列其中。

近年来，借助新农村建设的东
风，湖头村大力拆违，治理污水，
整治枫湖，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与
此同步，他们加快对文化的挖掘与
传承。抱朴讲堂、葛洪养生馆、葛
洪健身长廊等成为新的文化地标。
由学校改建而成的葛洪纪念馆更是

令村民引以为傲。笔者看到，占地
390 平方米、古朴典雅的纪念馆内
展出了葛洪其人与葛洪文化、医药
学成就和传承、化学成就、道学成
就和传承以及宁波葛洪文化遗存和
研究、全国葛洪文化遗存、后世诗
画欣赏等内容，让人们较全面地了
解葛洪在医学、近代化学、道教以
及军事、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
就。纪念馆里还种植了青蒿，以纪
念最终给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葛洪
对人类的贡献。

据村干部介绍，湖头村后的大
洪山学士坪一带今天还保留着祖上

葛洪结庐炼丹的遗迹和祭祀供奉的
场所。代代相传的养生习惯亦是村
民的日常。村党支部顺势而为，不
断打响葛洪文化品牌，在镇里的支
持下举办了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葛洪文化节、重走
葛洪养生古道等活动，共谋葛洪文
化传承发扬大计，让葛洪的文化遗
存造福于民。而百姓大舞台、菖蒲
雅集、葛洪养生术、村歌大赛等文
体活动，也让村民在文化创建中找
到了自信，丰富了业余生活，促进
了乡风文明。

联村干部章建斌为挖掘和弘扬

葛洪最大后裔聚集地的道养文化而
忙碌着。根据规划，湖头村将建造一
座以晋朝建筑元素为基础的古建筑
四合院，集游客接待、中医养生文化
培训中心、体验中医养生等项目于
一体，同时打造“艾草小街”，种植

“百草园”，深加工艾制品，向村民和
游客传播中华神草——“艾”的文
化。在展现其特有养生价值的同时，
为村民增收开辟一条新路。

村班子还有一个设想，将村内
闲置旧房改造成各具风格的精品小
屋，以吸引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湖
头体验养生之道。

在湖头村门外溪边，有一棵大
樟树状如敞开胸怀伸出双臂，似乎
在热情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葛洪后
裔和参观葛洪纪念馆的游人，村民
形象地将其命名为“怀抱”。湖
头，这个古老的村落，正以崭新的
形象，续写着辉煌。

湖头村俯瞰。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