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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浦沙塘湾：
400年“闽南村”打造民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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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童诗涵

虎头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
而得名，寓意“驱病”“辟邪”

“壮胆”，是一种民间吉祥物。小
孩子在蹒跚学步之时，套上一双
栩栩如生的虎头鞋，既威风又不
失可爱。在鄞州区瞻岐镇东城村
有一对人尽皆知的“姐妹花”，
她们制作的虎头鞋款式别出心
裁，颜色靓丽多彩，深受大众喜
爱。

许意玉和尹蔷微做了几十年
的针线活，两人同得许母传授。
如今在工作室里，依旧能看到许
母当年流传下来的虎头鞋的各色
样子。“我母亲教会我做虎头
鞋，我又教会了我女儿，宝贵的
手艺要代代相传，不能消失。”
许意玉说。三年前，她还和尹蔷
微一起到鄞州非遗馆学习，起初
学习并不顺利，两人的针头常常
戳到自己手指。然而，功夫不负
有心人，两位巧女人克服了困
难，手艺越来越精。

缝制一双虎头鞋要过“三道
关”。第一道关，打袼褙。她们
用自制的米粉糨糊将两块碎布粘
在一起，然后放在通风处晾干，
以增加布的硬度。糨糊的调制成
了关键，稀了或是过于浓稠都会
影响布的硬度。第二道关，剪
样。依着纸样裁剪出相应大小的
布，在裁剪过程中，为了防止样
子滑动，尹阿姨通常会先用针线
把样子和布做一番固定。第三道
关，缝纫。借助缝纫机将剪裁好
的布缝合起来，看似不难却大有
讲究，因为虎头鞋的大小、样式
就在这一步定了型。之后就是纳
鞋帮、绣虎脸、扎虎须，再写上
一个“王”字，一双虎头鞋才算
完成。

现在，许意玉的家里摆满了
她们的作品，舌头虎鞋、方门两
级虎鞋、方门鞋、包子鞋……每
一双都十分惹人喜爱。除此之
外，许意玉和尹蔷微也织了不少
毛线虎头鞋，还有虎头枕、老虎
小挂件等等，上门求“鞋”的人
络绎不绝。

虎头鞋的起源很早。相传在
古时，民间百姓会在孩子满月、
百天、周岁时，给孩子穿上虎头
鞋，祝愿新生命茁壮成长。作为
一种吉祥物，它兼具实用性和观

赏性，一双精致的虎头鞋不仅穿
着舒适，而且外观可人。而今
天，穿虎头鞋的小孩，制作虎头
鞋的匠人，都越来越少了。也因
此，这门手艺更显得珍贵。

从生疏到熟练，瞻岐小镇里
的这对老姐妹凭借着热情和执
着，保留下这门老手艺，也得到
了同乡的尊重和赞美，也有人从
城里驱车下乡专程订制。这份手
艺如今已然是她们生活的乐趣所
在，一针一线，缝纫的是真情；
千丝万缕，织就的是匠心。

许意玉说：“虎头鞋不仅仅
是平常的东西，它被赋予了生命
和灵性，这其中有老一辈对新一
代的期盼和祝福。我在这一针一
线中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满满爱
意，还有多年相伴相陪的友谊。”

本报记者 余建文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象山唯一“说”闽南话的村庄

沙塘湾村东南为海湾，有长约
500米、宽约 200米的弧形沙滩。潮
水涨落形成的一条浪花条纹，轻柔
地拥抱着村落。村庄不大，走在逼仄
的巷道里，斑驳的石板路、长着青苔
蕨草的院墙，仿佛置身于 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

根据《石浦镇志》记载，清康熙
年间，闽南大批渔民北上，其中一
部分在沙塘湾垒石建屋，定居下

来。村委会主任李志龙说，村庄至
今有近 400 年的历史，先人是从福
建同安迁过来的，村民以陈、李、
刘三姓居多，以前要翻过岭才能到
石浦，1994年修通隧道后，村庄的交
通才方便了。

独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得沙
塘湾村保留了独特的闽南文化遗
风。现在村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平
时都用闽南语交流。村里有座“狄池
王爷庙”，始建于清嘉庆八年，2002
年重建，供奉的是北宋大将狄青，纪
念他平定南天国之乱，为明显的闽
南庙宇风格。采访当日，正值农历六
月十八祭祀“王爷日”，村里请来戏

班，连唱 5 天大戏。李志龙说，沙塘
湾是象山仅存的“闽南村”，台湾明
星柯受良就出生在村里。现在，村里
年轻人尽管会说闽南语的很少，但
都听得懂。

老宅流转租赁开发民宿促转型

沙塘湾是典型的渔村，全村300
多户共千余人，世代以捕鱼为业。
目前，全村有钢制拖网渔船60余艘。

近二三十年间，村中的大多数
村民外迁到石浦、延昌居住，只剩
下为数不多的老人留守村庄。如
今，爬满青藤的空置老屋，依山临
海的宁静渔村，成了城里人假日休

闲的一处福地。
村中的“沙塘静湾”是象山第

一家民宿。两年前，主人叶红辞掉
上海公司白领的工作，跑到村里，
租了 6户村民的房屋，建起了这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民宿。“我
是石浦人，之前不知道还有沙塘湾
这么美的村子，可以体验纯正的渔
家风情”。目前，“沙塘静湾”有20
间客房，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生
意红火，前不久还被评为省“银
宿”级民宿。

与喧闹的东门渔村、金山渔村
相比，沙塘湾静怡的美，令每位来
访者怦然心动。李志龙说，现在捕

鱼越来越难，渔民要转型，办民宿
搞旅游是个不错的选择。去年年
底，村里制定新的规划，以打造

“宁波第一民宿村”为目标，鼓励
渔民洗脚上岸，力促渔民成为旅游
开发的参与者、合作者和受惠者。

“我们采取统一流转、招商引资的
方式，把村民合法房屋的使用权，
通过租赁的方式流转到集体，再由
集 体 成 立 旅 游 管 理 公 司 对 外 招
商。”李志龙说，目前村里已经流
转了30多栋民宅在实施招租开发。

沿着千米长堤前行，靠海一
侧，多处造型别致的度假别墅已初
露面容。李志龙说，今年 14 户村

民领取了 20 来栋住宅，改造成民
宿，进度快的，今年秋天就能开
业，“租约到期后，这些房子再还
给村民使用”。如此一来，不仅闲
置老屋换新颜，村民通过房租或直
接参与民宿服务管理，可获得一定
的经济收益。民宿经济引来游客，
还能延伸出海上垂钓、渔家乐等多
种休闲旅游业态，推进渔村产业转
型，帮助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丁梦莹 沈晨舒

6年来，1600多场免费故事会、
50多场妈妈读书会、13场专家讲座、
102场公益生活团购、2000多册捐赠
书籍……近日，陈菁菁家庭被全国妇
联评为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6 年，让法律专业的陈菁菁成
为一个专业的阅读推广者，究其原
因，陈菁菁说是由于“家庭的支持、
自己的热爱和不断学习。”

陈菁菁回忆，因为自己喜爱阅
读，萌发了从当时任职的公司法务
部辞职开童书馆的念头，但担心收
益不平衡而犹豫不决。先生知晓
后，坚定地鼓励她：“不要有后顾之
忧，大胆去做。你开书馆，两个女儿
若读了一屋子的书，就是赢。”

“童书馆创办初期，我完全没空
照顾孩子和家里。先生不仅学会了

做饭，而且常将便当送到店里，并经
常在书馆给孩子们讲故事。”陈菁菁
说，这些年她隔三岔五到北京、上
海、深圳、香港、台湾等地参加专业
培训学习，每次婆婆二话没说，就来
家里帮忙，“家人的倾力支持，让我
特别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提升，陈菁
菁从一名阅读爱好者成为一名专业
阅读推广者。“每个孩子的个性和阅
读习惯不同，所阅读的书籍也应不
同，看到每次我推荐后都得到家长
和孩子的欢迎和肯定，我特别开
心。”

陈菁菁还希望带动更多的妈妈
一起来“讲故事”。2013 年，一个集
结了孩子家长、大学生志愿者等 20
多名成员的“纸飞机故事妈妈团”应
运而生，这一公益项目 2014 年 5 月
成为宁波市志愿者孵化项目。

每个周末，只要有空闲，陈菁

菁和“纸飞机故事妈妈团”的成员
就奔走在各幼儿园、福利院、社区
商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各种
社会实践活动和亲子阅读普及；为
山区的孩子捐赠物资、衣服，开展
二手书籍漂流活动。

纸飞机童书馆也从单纯的儿童
阅读空间，延伸为家庭教育交流平
台、邻里互助中心、儿童成长乐园：
每晚举办免费故事会，每周末有阅
读主题活动，每月举办妈妈读书会，
每季度有亲子阅读公益讲座，每半
年请专家做大型公益讲座；不定期
进行义卖、捐赠书籍等活动，受益儿
童超万人次。

2014年和 2017年，纸飞机童书
馆两度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会评选
为“全国十佳绘本馆”，陈菁菁被评
为“全国十佳最具影响力的绘本馆
馆主”。2018 年纸飞机童书馆由全
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家庭亲子阅读

体验中心”。
如今，推广阅读已成为陈菁菁

乐此不疲的事业。“看到孩子们因为
阅读收获了知识和快乐，我感到特
别有意义。”陈菁菁说，这个月开始，
她推出了“百名绘本作者、百种故
事、百样人生”线上公益分享系列活
动，计划通过 3年时间，为有志于故
事会和阅读推广的志愿者进行培
训，从而更有效推广阅读。

让陈菁菁开心的是，在浓郁的
阅读氛围下，两个女儿也酷爱阅读。

“全家人会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处
理问题，家中气氛平和，其乐融融。”
她说。

本报记者 王 珏
奉化记者站 严世君

何腾文和丈夫老傅原先都是宁
波海洋渔业总公司的职工，单位改
制后两个人便谋划着自己给自己

“打工”。谈起创业初期的辛苦，今
年 50出头的何腾文感慨不已：“从
市民变成农民，告别丰富多彩的城
市生活来到闭塞的乡野，朋友们都
开玩笑说像是千金小姐下嫁到了山
坳里。”5 年前，何腾文从亲戚那
了解到獐子养殖行情不错，决定在
丈夫先前开办养鹿场的基础上，花
十多万元引进 30 多头獐子开始养
獐生涯。

“主要是看中獐宝的经济价
值，从幼獐的奶胃里取出来的獐

宝，价值赛黄金。”何腾文指着一
罐已经磨粉制成胶囊的獐宝介绍，
幼獐吮吸獐奶后在胃中结积的奶
块，俗称“獐宝”，是数百年来在
江浙太湖流域民间广泛应用的名贵
药材，对治疗婴幼儿积食很有效。
幼獐长到 20 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手
术取出奶胃里的奶块，一次可取新
鲜獐宝约 250 克。目前，含量为
0.5克的胶囊可卖5元一粒。

“给幼獐进行人工喂纯牛奶，
比喂养小孩还艰辛，不但定时定
量，还要时刻观察有没有出现拉稀
状况。”何腾文说，与这两三百头
獐日日为伴，这些小生命的“一举
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每天四五
时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对于刚取
过獐宝的幼獐，每六小时就要喂一

次。即便是半夜三更，闹铃响后就
得马上起床给它们喂奶。

刚开始养殖时，何腾文常常跑
到舟山找有经验的养殖大户取经，
回来自己摸索。几年下来，从一个

“门外汉”变成了养獐能手。獐子
感觉灵敏，极易受惊吓，惊慌乱窜
中时有“踩踏”事件发生。何腾文
将稍大些的獐子进行放养，幼年獐
则放在圈舍中精心喂养。每次和獐
子的接触中，何腾文用亲和的语言
培养感情，还动脑筋在饲料中加入
豆腐渣，既富含植物蛋白，又可降
低成本。

“现在它们安静多了，喂奶的
时候会主动往人身上靠。”何腾文
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抚摸着一头正
在吃草的獐子。只见獐子皮毛细

密，轻抚之下，上面似乎还泛着油
光。何腾文如数家珍地说，獐子浑
身都是宝，除了獐宝，獐奶、幼
獐、獐肉也给她带来一笔可观的收
入。

下半年，除去要留种的，獐子
可全部被外省客户收购。看着蒸蒸
日上的养獐场，何腾文说，虽然
养殖过程倍感辛劳，但这两年獐
子销路不愁，经济效益不错，觉
得付出有了回报，眼下正考虑扩
大养殖规模。

石浦渔港古镇，十里长街，船桅如林，游人如织。但在渔港的东北角，沙塘湾
渔村是一处别样的安静所在。

渔港北路往东，有座小山。穿过山下一条400余米长的隧道，豁然开朗，一个
依山而建、面朝大海的小村出现在眼前。这两年，沙塘湾村通过盘活闲置民宅，致
力打造“宁波第一民宿村”，推动渔村从传统渔业向旅游业转型，焕发新的活力。

沙塘湾村。（余建文 摄）

“全国最美家庭”陈菁菁一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举办“共读一座城”阅读主题活动、策划社区原创绘本
画展、为社区故事会志愿者开展公益培训……进入8月，宁
波纸飞机童书馆主人陈菁菁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从 2012年 6月在海曙区望春街道青林湾社区创办第一家

“纸飞机童书馆”至今，这样的忙碌，对42岁的陈菁菁来说司
空见惯。

陈菁菁：
““推广阅读推广阅读””其乐无穷其乐无穷

何腾文：
下岗女职工养獐致富

何腾文在给幼獐喂奶。（王珏 摄）

走进位于奉化莼湖许家村的獐子养殖基地，养殖户何
腾文正拿着奶瓶，像哄孩子般在给幼獐喂奶：“不怕脏不怕
累，才能和动物打成一片。”据了解，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经过多年的研究，人工养獐的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这
几年，何腾文夫妇靠着勤劳和智慧，踏上了一条特色养殖
的致富路。

许意玉和尹蔷微在制作虎头鞋。 （朱军备 童诗涵 摄）

“全国最美家庭”陈菁菁一家。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