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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水茅镬新村：
乡愁剪不断乡愁剪不断 谱写新乐章谱写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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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岑俞贝 叶吟泠

凌晨 2 点，当许多人还沉浸
在梦乡时，慈溪周巷万生糕点店
的张仁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
炉子、点起老灶、烧水；将前一
天磨好的米粉和水搅拌在一起，
捏成一个个面团上蒸……经过前
期的精心准备，张仁杰和妻子、
儿子开始制作各种糕团。小小的
面团经过揉、搓、捏、上色等工
序，在他们的手中逐渐变成造型
精美的糕团。

张仁杰做的糕团学名叫“面
塑”，俗称礼馍、花糕，是以面粉或
米粉为主料，制作出各种造型的
糕、团等食品。在慈溪，张仁杰这
样的手艺人被称为“糕团师傅”。

“我们取名为万生糕点店，包含着
‘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意思。我
们家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糕团
生意，传到我这里已是第 5 代。”
张仁杰说。

张仁杰今年 62岁，是慈溪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技艺的传
承人。40 多年来，他用灵巧的双
手让面塑技艺在时代发展中不
断创新，焕发出新的活力。镊子、
剪刀、老虎钳、滚杆、切刀……在
工具和巧手的共同“比划”下，张
仁杰将面团变成造型各异、香甜
软糯的面塑，每个形状、每个棱角
考量的都是他手上的功夫，“做面
塑既要细心，又要耐心。米粉和水
的比例、揉面的力度、蒸面的火候
都要恰到好处！”

万生糕点店的一面墙上贴满
了面塑图片，有元宝、寿桃等吉
祥物，也有鲤鱼、龙虾等动物造
型。“我会制作近百种面塑，像
元宝造型就有‘龙凤’‘双龙’

‘双凤’等好几种。”他告诉笔
者，“面塑中，‘花’的制作最简
单，是基本功，不到 1分钟就能
搞定。制作难度最大的‘老寿
星’，要花上3个多小时。”

至今，慈溪民间保留了很多
传统习俗，如盖房上梁或结婚过
生日要摆上“五牲”，为了不杀生，
通常用面塑来替代。“比如‘五代
元宝’象征着美好的生活，叠上五
层，寓意五代繁荣。”张仁杰说。

麦果是万生糕点店里的一大
“明星”。在周巷，一些人家在孩子

满月前，会来张仁杰店里订制麦
果。到了孩子满月剃头那天，家人
们便拿着麦果分给亲朋好友，图
个喜庆。“因为味道好，现在常有
客人订了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张仁杰拿出一堆做麦果的“老宝
贝”说，“这些是印糕板，我用
它们为麦果塑形，其中有几块是
我爷爷传下来的。”

万生糕点店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生意红火，常有周边乡镇的

“粉丝”上门请张仁杰一展身
手。“时代发展了，面塑技艺要
不断创新。比如祝寿贺礼，仅仅
是寿桃显得有些单薄，再加上个
老寿星更有彩头。”张仁杰说，

“现在，儿子从我手中接过了这
门老手艺，小孙子对面塑也很感
兴趣，希望年轻一辈能够将它发
扬光大！”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史媛

古树公园指日可待

据介绍，茅镬村严氏是东汉高
士严子陵后裔，自明嘉靖中期先人
从杖锡迁入，在四明山中繁衍 470
多年。因村庄所在的龙尖头上有镬
潭，四周茅草丛生，山上有形似镬盖
的山顶，茅镬村由此得名。

在茅镬新村文化礼堂，古老村
史徐徐展开，其中让茅镬村人最引
以为豪的是作为“浙东第一古树村”

“前人禁伐、后人乘凉”的故事。
2004 年 4 月，村民严松宝在村

内一个不起眼的长满杂草的角落
里，发现了一块“龙尖头勒石禁约”
石碑。“石碑落款为道光年间的1849
年。”严松宝介绍，碑文大致讲述清
乾隆十五年（1750 年），族人严子良
想砍掉自家大树卖钱，另一位族人
出钱向严子良买下古树的所有权，
让古树平安生存了 99 年。后又有族
人想砍树换钱，有两位好心的族人
再次花钱买下古树的所有权，并在
村旁立了石碑，告诫后人禁砍古树。

“碑上还清晰写出了如何对古
树产权、树上果实、枯木坠地、自然
死亡进行处置，并对违规者列出了
处罚、监督条款。”严松宝感慨，正是
由于族人立下了禁伐令，才让茅镬

古树繁茂至今。
百闻不如一见。笔者沿着盘山

公路来到周公宅水库上游原茅镬村
所在地，郁郁葱葱的绿色扑面而来。
写有“茅镬村古树林”几个字的石碑
立在原村庄入口处，一棵棵参天的树
木盘根错节，挺立在眼前。“这里有香
榧、金钱松、枫树、银杏、龙柏等90多
棵古树，大多数树龄逾600年，其中最
大的一棵金钱松，2004年7月测量高
为51米、树围4.2米，被誉为‘中华第
一松’。”严路海介绍。

在茅镬村，笔者看到，昔日村庄
的古道、石墙、石阶已变身为正在建
设中的茅镬古树公园的一部分，林
中蜿蜒的木栈道，和周边烂漫的山

花，山中狮子岩、擂鼓岩、蜂洞岩交
相辉映，古树参天、山环水绕，一处
承载茅镬人乡愁的美丽景致即将揭
开面纱。

新村建设气象一新

2012 年 12 月，因受地质灾害影
响，茅镬村民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家
园，整村搬迁至洞桥镇界域，住上
了高大上的新楼房。“新村建有347
套新居，户籍人口有 320 人。”严
路海告诉笔者，从山里人到城镇
人，村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村里
各项事务稳步推进。

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83岁的
村民严法康有很多感触。“以前住

在山里，土砖房老旧、出门不便。
现在我和儿子分别住上了新楼房，
房屋宽敞明亮，小区道路畅通，公
交车四通八达，生活舒适便捷多
了。”更让严法康开心的是，新村
建好了老年活动室，空闲时还能和
大家一起谈天说地、下棋看电视，
心情也舒畅了。

如今，村民还自发地成立了卫
生保洁、安全巡逻志愿队伍，共同自
觉维护新家的环境和安全。今年 5
月底，茅镬新村自筹资金，提前半年
完成了年度“书记领衔”项目——小
区监控安装工程。“安装高清摄像头
后，网格工作人员能对新村实施 24
小时动态监控和全方位管理，更好

地为村民服务。”严路海说。
虽然外迁近 6 年，但是茅镬人

的“山里情结”依旧。2015 年新村文
化礼堂建好后，在显著位置复制了
原茅镬村的地貌沙盘，留住浓浓的
乡愁。一个 4人组成的护林巡逻小
组，自搬迁后每天都会轮流巡山护
林。而章水镇在原来古村位置新建
古树公园，更让茅镬人世世代代爱
护的古树群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陈 文 梁珊珊

张永光“履历”颇丰富，读过
高中，做过会计，养过大黄鱼，现
在本乡一家企业打工，并兼任村监
委主任。在老张的心目中，骍角岙
是块“风水宝地”：西临西沪港，
东南北三面环山，形似一只大佛
手，物产丰饶。村名也很特别，

“骍”字典里指赤色的马，即骏
马，相传当地山坳里曾有长角红毛
马出没，故村以马名。

怀揣对家乡山水的特殊情愫，
2016 年初张永光着手准备编写村
志，希望能传承渔乡历史、复苏文
化记忆。心里虽有满腔冲动，提起

笔来却重似千斤。他文化底子较
薄，日常事务繁忙，又从未接触过
志书之类，心中十分忐忑。

为此，张永光虚心请教乡政
府、县志办的专家，根据本村情况
初拟了采编提纲。同时，扎进乡档
案室、村会计间查阅文书资料，登
门走访老干部、老族长。白天工作
忙碌，傍晚采访座谈，深夜归纳整
理。有时为了一座庙、一座桥、一
棵树甚至一个小数据，老张都要反
复核实，确保资料真实可靠。

村志除了文字，还要图片。张
永光特意买了相机随访随拍，将山
林田野、码头船只、海带紫菜、大
树古井等风貌一一采撷入镜头，还
攀上峻峭山岩只为选取壮观的全景

图。听到乡亲藏有老照片，他便千
方百计借来，请人扫描翻录。所以
张永光这本村志里收录了龙骨水
车、扇谷风箱、黄牛翻耕、稻筒甩
谷、脚踏脱粒等老照片。

翻看厚厚的 《骍角岙村志》，
除序言、后记外，全志共23章100
多节，涵盖该村地理历史、生产生
活、文教卫生、事件人物等林林总
总：古到白屿邱氏、龙屿张氏移居
开拓，今到造桥修路、开发百业、
富民兴村；大到村政演变、全民水
利、庙会庆典，小到历年全村人
口、男女人数、各户牲畜存栏数、
蜜蜂箱数。还有第一架手摇电话
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第一辆桑
塔纳轿车等。其中在林业分节，张

永光列举了当地上百种动植物和
30 多种中草药；在渔业分节，介
绍了 20 多种海鲜和 10 多种捕鱼方
式。全书图文并茂，记录翔实，可
读性强，拜读者无不勾忆起似曾相
识的乡愁眷恋。

张永光告诉笔者，他打算再用
两年时间，进一步拓展广度和深
度，形成 12 万字规模的 《骍角岙
村志》。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王 涛

“阿海”书记今年 55岁，看似
瘦弱的身体中，蕴藏着满满的能
量。凭借着这股能量，他练就了一
身爱啃“硬骨头”的本事。

2004 年，余建海初到文竹社
区，便遇到了一个难题。辖区内的
里夏小区，因土地征用而遗留的村
民安置问题日益突出。部分诉求不
满的村民，不仅经常缠访闹访，还
使用了围堵、打骂社区工作人员的
过激方法。

余建海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

间带领工作人员理顺了各项关系，
主动化解矛盾，在他“身边人掺和身
边事，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的做
法之下，多起矛盾纠纷得到成功调
解，多起民转刑案件被化解。

里夏小区地处江北、镇海交
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未被列入
计划通气小区。从 2013 年开始，
小区居民用气呼声越来越强烈。为
此，余建海历经两年时间，在市、
区两级，江北、镇海两地间跨部门
奔走协调，先后解决了建设资金、
供气价格等关键问题。2015 年 5
月，里夏小区 260户居民如愿用上
了“清洁能源”。居民用气的难题
在余建海的手里最终得到解决。

在宁波大学东西校区之间，曾
经有一个“校中村”双桥村，管理
局面之复杂，堪称宁波唯一，全省
罕见。其中部分区块属于文竹社
区。2014年2月，双桥村因宁波大
学扩建需要被市政府列为拆迁对
象。20 多年来，村民在双桥村的
无序发展中多有获益，要拆掉这滚
滚而来的利益，难度可想而知，矛
盾更是错综复杂。

面对这样一个难题，余建海带
头成立了老娘舅工作室，在拆迁中
充当“排雷兵”。谁家因利益分配闹
开了，谁家有困难，他会带领团队一
起面对。一次次的电话调解，面对面
的“专案专方”式调解。最终，双桥村

拆迁工作于当年6月提前完成。
最近，江北区基层党组织“进

民户、访民情、解民忧”行动如火
如荼展开，“阿海”书记也没闲
着。他连续放弃休息时间，带领社
区干部、志愿者、党员逐门逐户向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小知识，引导垃
圾分类投放，清理小区环境。高强
度、快节奏的工作，加上炎热的天
气，原本做过手术，身体并不硬朗
的他，多次晕倒在工作现场。居民
爱惜地提醒：“阿海书记，你要注
意身体，垃圾分类重要，但你的身
体健康更重要。”余建海的回答
是：“对我来说，能做到 10分的事
情，我坚决不做9分。”

“故土茅镬高山古木参天泉气清，斯地海曙平原道河绕横惠风畅”。原本是四明
山中周公宅水库北面崇山中的一个古老村庄，如今安置于海曙区洞桥镇程家村旁，
整齐高大的楼房、窗明几净的居所，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居住小区模样，这就是章水
镇茅镬新村。

“2012年整体搬迁至今近6年，村民隔三岔五还是要往山里跑，毕竟故土难忘，
那500多亩耕地、1300多亩山林是大家永远的牵挂。如今住在现代化新居，新村新
气象，大家安居乐业，享受着现代化的城镇便捷生活。”茅镬村党支部书记严路海
说。

“老张编的这本村志细节详尽，饱含真情实感，确

实花了大心思，了不起！”听到村民们点赞，象山黄避

岙乡骍角岙村的张永光倍感鞭策和鼓舞。这位62岁的

老人耗时两年搜集整理资料，自行修编了7万字的《骍

角岙村志（初稿）》。据悉，这也是该村建村400年来的第
一部村志。

耗时两年
象山一老人修编象山一老人修编 万字村志万字村志

爱啃“硬骨头”的
“阿海”书记

图为余建海 （右） 在检查小区下水管道。 （徐欣 沈旦 摄）

在江北区孔浦街道文竹社区，提起书记余建海，可
谓无人不晓。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在14年的基层工作
中，他帮助居民解决了数不清的难题，被居民亲切地称
为“阿海”书记。

正在建设中的茅镬古树公园。 （陈朝霞 摄）

图为张永光在查阅资料。
（沈孙晖 梁珊珊 摄）

图为张仁杰和妻子展示做面塑用的印糕板。（陈章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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