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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节，镇海蛟川樱桃
节在蛟川生态园的万润农庄热闹启
幕。看着熙熙攘攘的采摘游客，农场
主人吴国良心情大好。他欣喜地说：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经过 4 年攻
关，农场里的美国车厘子规模化引
种获得成功，这在长江以南的平原
地区可是头一遭”。

日前，笔者来到老吴位于九龙
湖镇河头村的金池农场。农场深处
的一片钢架大棚里，一人多高的樱
桃树枝繁叶茂，扒开树叶，一颗颗淡
黄色的果子挂在枝干上，个头跟冬
枣差不多大，甚是好看。农场技术主
管陈师傅说，大棚里的车厘子有“布

鲁 克 斯 ”和
“ 霖 宝 ”两 个 品
种，现在正处在转色
期，再过一个来月颜色变暗红
色，就完全成熟了。

数据统计，中国每年消费的进
口车厘子高达 10万吨，多是冬季从
澳大利亚、智利等南半球国家进口，
而成熟于夏季的正宗美国车厘子，进
口量少，身价不菲。吴国良说，这几
年，国内一些地方陆续试种美国车厘
子，可只在新疆等北方个别地区有成
功，宁波的慈溪、奉化等地，也有农户
在山区零星种植的，基本没种成功。

美国车厘子之所以难种，在于
难“伺候”。它喜冷凉干燥，7摄氏度
以下的休眠期长达 1200小时，而宁
波冬季低温期也就个把月，一升温

就“水土不服”，结不了果。在很多农
技专家看来，南方地区温暖湿润的
气候，要种植成功美国车厘子简直
是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吴国
良执意一试。

4 年前，他花大价钱从新疆引
种了 200 多株樱桃树，连着种了两

年，不但没结果子，很多树
苗还奄奄一息了。陈

师傅说，抱着最后
一 丝 希 望 ，农

场 对 种 植 方
法进行了改
良，结果惊
奇地发现，
树 苗 不 但

“ 满 血 复
活 ”，去 年 还

收了近 20 公斤
果子，“味道不错，

比进口货更鲜甜”。
这令吴国良信心大增。一年

多来，经过不间断试验，农场技术团
队琢磨出一套有效方法，不仅让樱
桃树安然度过漫长的“休眠期”，还
解决了光照、温控、施肥等诸多技术
难题，保证樱桃树顺利挂果、生长良
好，今年单株产量有望在 30公斤以
上。对于其中的栽培技术奥秘，吴国
良视若宝贝，“秘不外宣”。他自豪地
说，询问市里农业部门专家后得知，
这是美国车厘子在浙江省内首次在
平原地区规模化引种成功，一举打
破了长江以南无法引种美国车厘子
的业内“魔咒”，意义不一般。“到下个
月，宁波市民就能亲手采摘、品尝最新

鲜的美国车厘子了！”
在宁波的农场“圈”，吴国良以

敢闯敢试而出名。老吴之前做了 10
多年外贸生意，经营过餐饮等行当，
7年前转型投身农业。“起初就想着
搞块小田园种种，有个好环境跟朋
友喝喝茶”，吴国良说，进入之后才
发现被“套牢”了，要保持高水准种
植，唯有老老实实地做。他大手笔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还引进专业化管
理团队，不断试验新品种。早在四五
年前，农场就引种了樱桃、蓝莓、葡
萄等多个新品，实现“一年四季有鲜
果摘”。去年，农场从山东引种金桃
成功，在冬天卖出 18 元一个高价，
让同行艳羡不已。在金池农场，有从
巴西花重金“迎娶”、全宁波“独一
份”的近百株树葡萄，还有八月果、
油桃等本地少见的水果，采摘游客
犹如走进一个瓜果“大观园”。

7 年来，吴国良为打造“田园
梦”，在金池、万润两块近千亩的农
场累计投入 5000多万元，自己也从
当初的“门外汉”变成了一名农技“土
专家”，农场多元化经营搞得有声有
色。他感慨道，做农业是一场长跑，

“累并幸福着”，保持恒心很重要，“更
要搭准市场脉搏，在求新求变中寻找
价值高地”。今年春天，万润农庄新栽
种100余亩、7000多株西梅树，三年
之后将结出丰收的硕果。

吴国良：七年磨剑书写育果“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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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来北仑春晓九天岙休闲
农庄游玩的游客中，不少人被金柑
果酱吸引。小金柑加工成果酱，这一
小小的变化给春晓农户带来了全新
的收益。

“早些年，金柑是村民的‘金果
果’，很多人以种植金柑为经济来
源。”九天岙休闲农庄负责人俞颖波

说。金柑形美色鲜、皮薄核少、汁多
味浓、甜酸可口，还具有很高的营养
价值，曾经掀起一股金柑种植潮。自
己的农庄内，有占地 40亩的金柑种
植基地，树龄在10年以上。

北仑曾是全省唯一、全国最大
的金柑产区，金柑鲜果及加工制品
曾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港澳
台地区，并以“宁波金柑”的名称申
请了国家地理标志。随着水果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金柑渐渐失去了优
势，频频遭遇“销售难”的困境，收购

价的持续低迷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
涨，让不少种植大户选择忍痛砍掉
金柑树。

为挽救传统金柑种植业，北仑
区曾引进过 18 个新品种，帮助改
良本土金柑。新品种挂果之初，果
实确实比原来的大且甜，但是两三
年后，就被本地品种同化了。“从
我们种植户的经验来看，这可能跟
土壤和花粉传授有关。外地品种不
能改良本地金柑的现状，如果宁波
金柑就这么没了，我们感到十分可
惜。”俞颖波说。

不愿放弃金柑林的俞颖波为了
扩大销路，尝试了很多途径。她想
到，金柑的清甜和米酒的醇厚似乎
可以调配在一起，就想办法加工出
了“金柑米酒”。她还把金柑压榨烘
焙后制成“金柑饼”。创意的做法，加
上香甜独特的口味，一时间吸引了
游客的关注。

制作金柑果酱的念头是去年萌
发的。一天，俞颖波喝了女儿带回来
的蜂蜜柚子茶，一个大胆的想法渐
渐在脑中成形。“柚子可以做成柚子
茶，金柑为什么不行？”于是，她开始
了新一轮的“折腾”。山上刚摘下的
鲜果经过清水反复冲洗，清除了果
皮上残留的灰尘杂质，金柑露出色
泽艳丽、圆润饱满的“真面目”。俞颖
波戴上手套，把金柑对半剪开，去核

后再剪成细条状，以便在熬煮时将
金柑的果汁最大程度释放出来。

“金柑果酱的制作也有窍门。”
俞颖波说，起初，她参考柚子茶的配
料，采用蜂蜜熬制，但她发现蜂蜜加
热一旦超过 40℃就会失去药用价
值，还会影响口感，因此开始改用老
冰糖。金柑和老冰糖按一定比例混
合，用小火熬煮两至三个小时，熬煮
过程中，俞颖波在一旁不停地搅拌。
在时间和温度的魔法中，金柑的甜
香越来越浓，等到颜色从嫩黄变成
金黄，果酱就可以出锅了。

新产品口味如何，客人的评价
很重要。金柑果酱刚做成的时候，俞
颖波会给来到农庄吃饭、游玩的客
人泡上一壶热气腾腾的金柑茶。在
山间嬉戏了一天的游客坐在舒适的
室内，品上一口鲜甜可口的果茶，顿
觉沁人心脾，心情一下子就舒缓下
来了。无论是热饮还是冷尝，金柑茶
都有别样的风味。此外，金柑果酱还
可以抹在面包上，在家里就可以制
作美味早餐。

金柑果酱俨然成为农庄的一大
特色，这让俞颖波的信心更足了。

“全新的做法让人们重新接受并喜爱
上了金柑，我感到自己当初留下这一
片金柑林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我
会继续在金柑制作方式上寻求创新，
让‘宁波金柑’活起来。”俞颖波说。

俞颖波：为“宁波金柑”打开新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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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吕村南依山，北靠海，东临
溪，西有畴，地理位置独特，可樵可
渔可耕，是一个典型的渔樵耕读的
中国传统村落。村民在东吕这片热
土上努力耕耘，或播下希望的种子，
或撒出梦想的渔网。为壮大村集体
经济，村中 300 余亩海塘全部对外
承包，每年有近 30 万元的收益。去
年年底，该村与园林公司开展合作，
规划 40 余亩土地用于打造花卉基
地，目前工程已进入土地规划阶段。

待项目正式运营后，每年将为村集
体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

有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东吕村
村口竖起了古韵风味、现代气派的
石牌坊。村北端彻底改造了荒草坛、
坟墓地，建起了文化礼堂和设施齐
备的文化广场。村南端修整了清乾
隆二十九年 （1767年） 建的吕氏宗
祠。在今年杜鹃花节期间，村民们
修葺宗祠二楼，自发组织筹建乡愁
记忆馆，馆中陈列展品均由村民无
偿提供，并以“渔、樵、耕、读”、红妆
及红色记忆这 6 个区块分类展示东
吕村生活生产、民风民俗、乡村变迁
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东
吕村美丽庭院建设也如火如荼般进
行。东吕全村共 287 户人家，目前已
打造美丽庭院 104 户、乡愁庭院 30
户。在村民们的精心装扮下，家家庭
院有自己的特色，户户主人有自己
的装扮故事。“晓日晴岚花有韵，波
光帆影墨生香”，一副木制的藏头对
联挂在院门，沿墙攀爬的紫藤缀满
阊门，这盈满书香人文气息的是东
吕村村民吕晓波打造的“书香庭
院”。雅致的庭院布景、精美的室内
装潢，这是村民吴良勇为满足父母
落叶归根的愿望，特意在村中为父
母打造的“慈孝庭院”。“农耕庭院”

“茶艺庭院”“石缘庭院”等特色鲜明
的庭院都是村民们以自家生产生活
情况及庭院结构为自家量身定做
的。

村庄美了，生活舒适了，大家对
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更多了。近几年，
村里陆续成立了舞龙队、舞蹈队，饭
后闲暇时光被利用起来。“以前吃完

晚饭只能在家看电视、跟邻居闲聊。
现在参加了舞蹈队，不仅锻炼身体，
也让村里的姐妹们有了交流机会，
邻里关系更融洽了。”村民周竹仙
说。如今，东吕村建起了村居家养老
中心，解决孤寡、空巢老人的吃饭、
娱乐问题，成立了“村民说事”点，搭
建起村民表达意愿的平台。

宁海东吕村宁海东吕村：：
村庄建设增强村民获得感村庄建设增强村民获得感

近日，宁海桥头胡东吕村南端，一处工程正抓紧施工，这是已有120多年历史的吕
氏路廊旧址重建，建成后将成为村民回忆村史、饭后休闲的又一好去处。

吕氏路廊的翻新重建只是东吕村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部分。自2004年村庄道路全面硬
化开始，包括厕所改革、祠堂修葺等大大小小的工程都在悄然改变着东吕村的面貌。同
时，逐渐壮大的集体经济也为村庄建设奠定经济基础，让村民有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沈晨舒 张路一

刨子、锯子、起子、锉刀、
凿子、锤子、角尺……在海曙区
望春街道天一家园社区的一间车
库内，各类木工工具有序地摆放
在墙上搭起的架子上，做好的椅
凳琳琅满目整齐码放，俨然一个
小型木工屋。这是社区居民邵顺
富自设的“木工工作室”，工作
室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

今年 68岁的邵顺富称得上是
社区的“名工匠”。凭着一手好
木 工 活 和 热 心 肠 ， 他 8 年 如 一
日，无偿为居民服务，大家亲切
地称呼他“邵师傅”。

邵师傅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
开始做木匠。“起先给人造木结
构房子，后来为了生计转做家
具，再后来到一家单位做建筑管
理工作直到退休。”邵顺富告诉
笔者，几十年的木工生涯熟能生
巧，如今自己称得上是一个“老
匠人”了。

2010 年，邵师傅退休。待在
家的他闲不下来，手开始“痒
痒”。于是他重新拿出“吃饭工
具”，在家楼下空场地做起了木
工活，刨板、钻孔、拼接……在
他 手 里 ， 几 块 木 板 很 快 就 能

“变”成桌椅板凳，让人赞叹。
渐渐地，居民们知道社区里

有邵师傅这位“能工巧匠”。有
些居民将家里的破损椅凳拿来，
让邵师傅“妙手回春”；有居民
则请邵师傅上门帮助修理门窗。
除了精通木工活，邵顺富还擅长
修理移动门轨道，这也是居民需
求量较大的服务。一旦居民有修
理需求，邵师傅都热心地上门予
以帮助。

为了能有更宽敞的空间为大
家服务，天生“热心肠”的邵顺
富索性把家里价值 20多万元的车
库 改 造 成 了 一 间 工 作 室 。 4 年
前，社区请邵师傅参加每年的社
区便民公益活动，邵师傅二话不
说就答应了。于是，每年特定的
节假日期间和公益服务活动上，
邵师傅都会带着工具到社区广场
上“摆摊”。找邵师傅的居民纷
至沓来。一般能当场修理好的，
邵师傅就会马上弄好；来不及修
理的，他就在本子上记下居民的
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二天上门维
修。平时，小区里一些空巢老人
或是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有家具需
要修理的，一个电话邵师傅立马
携带工具上门服务。

说起邵师傅，居民用“手艺

好、有经验、效率高、负责、踏
实、认真、热心”来点赞。笔者
看到邵师傅工作室内有两张小凳
子，光滑的木质表面，全凳上下
没有采用一根钉子，非常精巧。
居民鲍英江深有感触：“他手艺
不一般！我家里原来有两把旧凳
子不能坐了，经过邵师傅修理
后，跟新买的一样。”

天一家园第五党支部书记任
群也感叹：“邵师傅长年累月默
默为居民做实事，既发挥了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弘扬了
工匠精神和雷锋精神，他是我们
身边的好榜样！”

面对赞许，邵顺富乐呵呵地
说：“能将志愿服务活动与自己
的生活兴趣相结合，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每次帮别人做好一次
活，内心特别有成就感。只要大
家需要我，我就会继续为大家服
务。”

俞颖波制作的金柑果酱，受到游客青睐。（柯旭来 厉晓杭 摄）

▲樱桃丰收，吴国良很开心。
▶引种的美国车厘子果实挂枝。

（记者 余建文 摄）

邵师傅在自己的“工作室”做木工。（陈朝霞 摄）

村公园一景。（葛纹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