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奉化记者站 严世君

透过镌刻 2000 年沧桑的秦
砖汉瓦，可以一窥当年宫殿的雄
伟身姿。以砖木结构为主的中国
传统建筑，那一块块青色砖瓦是
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元素，烧窑制
砖的手艺也因此代代相承。

“你看这制作瓦当的模具，近
千年来，样式就没有变过”，周利光
拿出一副已使用30多年的瓦当模
具。今年54岁的他，是宁波现今为
数不多的烧制古砖瓦匠人之一。

周利光是奉化西坞街道庙后
周村人。上世纪初，他的祖辈外出

“讨生活”，到鄞江百梁桥小溪窑头
拜师，学习烧制古砖瓦。当时，小溪
窑头炉火兴旺，大小窑场几十个，
是宁波最集中的砖瓦生产基地，

“我16岁起跟随父亲学艺，到如今
快40年了。”说起自家烧制古砖瓦
的历史，周利光很是自豪。

传统的砖瓦制作，全靠手工。
在现场，排满了一摞摞准备入窑烧
制的砖坯。周利光说，制砖的泥取
自河道积水滩深处的青泥，堆放数
月沥出水分后再进行炼泥、醒泥。
工人不断地用脚踩，把青泥踩踏成
堆，使其富有韧劲，然后制坯，用钢
丝切取泥料，利用机械模具或手工
制作成型。泥坯集中堆放，先阴干
再暴晒，晾上 10来天等含水率降
至20%，方能入窑烧制。

采访时，窑厂正在新烧一炉砖
瓦，熊熊炉火温度高达 1000摄氏
度，得连续烧七八天。人站在三四
米外，感觉炙热难耐。凭借几十年
的功力，老周看一眼就知道炉火的
温度，适时添加柴火。“制砖的成
败在于如何加水。”周利光说，高温
烧制的砖坯原本是红色的，得往窑
顶糊上黄泥，然后喷水，让水蒸气
一点点渗透进去，待炉温自然冷
却，红砖就变成了青砖。水加少了，
青砖表面会起皮变脆而报废；水加
多了，砖的硬度不够，软塌塌的也
不行。这道“发青”的工序是个神奇
的转化过程，要练一二十年方能拿
捏得恰到好处。

老周说，最难烧制的是用来
铺地的青砖，面积越大，成品率就
越低。像故宫修复中使用的 1 米
见 方 的 仿 古 青砖，一块售价要
4000元。他拿出一块明代的墙砖，
历经 500余年依然坚实完好，“这
是当年宁波文保界泰斗洪可尧拿
来让我依样仿制，用在天一阁的修
复上。”老周自豪地说，像慈城古

镇、天一阁秦家祠堂、天封塔、保国
寺等宁波重要古建的修复，屋顶上
的砖瓦几乎出自他的窑厂，很多模
具要手工定制，力求修旧如旧。

老周感慨道，以前，烧制砖瓦
是门最苦的营生，工人吃住都在
窑厂，又脏又累，还挣不了几个
钱。有句老话，“三天不烧窑，讨饭
赶出一大潮”。如今，随着别处窑头
的陆续“熄火”，老周的窑厂是宁波
唯一还在生产仿古砖瓦的窑头，并
保留了几名老师傅，生产的青砖青
瓦用在南塘老街、月湖西区改造、
莲桥街古街区保护等工程上，“这
几年订单不少，但窑厂每年只能烧
10窑左右的量，很难扩产。”

最近，周利光埋头忙于“淘老
古”，仔细整理资料，把传统瓦当、
青砖的制作过程一步步分解，绘制
成一幅幅图样，准备陈列出来给人
们看，并申报奉化区级非遗。“我还
能再干一二十年，但老一辈的窑工
已所剩不多，希望有年轻人来接班
学习。只要传统建筑在，这门古老
的手艺就不会断档。”周利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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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奉交界处，船弯山北麓，一个水乡小村已度过近千年时光；令人惊异的是，

这里曾出土过5000年前的文物，是史前文化遗址。

鄞州区姜山镇董家跳村，如今正在创建国家级“美丽森林村”。

“每周有中小学生来参加真人CS、皮划艇等户外拓展训
练，最多的团队有 490人。除了宁波本地，丽水、温州，
甚至江苏南京的学生也专程前来，今年暑假开始至今超过
1万人次。”宁波趣湾庄园位于海曙区鄞江镇金陆村和清源
村的交界处，该庄园负责人陈贤促每天忙得坐不下来，不
过看到自己从零开始建设的庄园受到追捧，非常开心。

陈贤促：
银杏林中实现银杏林中实现““庄园梦庄园梦””

宁波“红色力量”：
他们把献血

当成“第二职业”

烧窑烧窑。。（（记者记者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文化遗址和临河老街见证沧桑

1985年，在董家跳村栎树港河
西边与袁家接壤处，村民在平整土
地时挖出了不少石斧、石碗、碎瓦
等古物。考古专家确定，这些出土
文物是 5000 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先
人留下的。2005 年 5 月，“董家跳
文化遗址”被列为鄞州区级重点文
物保护点。

在 2008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野外调查中，考古工作者来到董
家跳，采集到史前稻类、木炭、石
斧、石碗、陶片等古物。经鉴定，
确认这些古物可追溯到距今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先人已
能用工具获取食物，种植稻谷，并
建造居舍避雨挡风。

专家认为，董家跳文化遗址为
典型的史前文化聚落遗存和颇具规
模的史前文化遗址，与河姆渡遗
址、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同
一考古学文化系列，证明了长江流
域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摇篮。

2010 年 9 月，鄞州区文化部门
在该村竖起“董家跳宋代遗址”
碑。

董家跳成为村落,可能要追溯
到宋朝，而董氏先人则是明朝洪武
年间从陕西陇山迁移过来的。到近
代，董氏族人众多，如民国时著名
新闻记者和报业家董显光，近代著
名儿科医家、“中医儿科泰斗”董

廷瑶，董氏儿科第六代传人董幼
祺，美国新闻传媒“杰出华裔金花
荧星”、美国纽约 ABC 电视台主持
董恺悌，曾任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
族裔商业事务部总署副署长、国际
领袖基金会执行长的董继玲等。

董家跳村三面环水，栎树港河
穿村而过，直通宁波新河头。以
往，航船将乡村的货物、莼湖的海
鲜等送到城里，这里的船埠头是方
圆几十里的货物集散地。

临河有一条长街，南货店、糕
饼点、杂货店等鳞次栉比。每逢农
历双日集市，沈风水、清河桥、袁
家、钱家、东张以及奉化的金家
堰、下蔡桥等自然村的村民纷纷前
来赶集市，街上熙熙攘攘，摩肩接
踵。

走在老街上，不少老屋尚存，
但损毁、改建严重。其中的“存德
堂”药店，是 1902 年创立的，一
直传到第四代董邵光手里。如今，
高大的柜台、一排排药罐、切药材
的铡刀等还在，但药店已息业。

东华公园和养老中心寄托梦想

董家跳村有耕地 1790 亩、山
林 1700 亩；在村南，有船弯山、
扇子山、五日房山等山脉，是姜山
镇少见的有山林的村落。全村常住
人口 1325 人，其中老年人有 384
人，村中最年长者 99 岁，是远近
闻名的长寿村。

“ 农 田 已 流 转 给 几 位 大 户 种
植，村民大多到企业打工，村集体
经济收入还相对薄弱。”村党支部

书记邬益波坦言。
如何打造“一村一品”，形成

村庄特色？据介绍，今年该村的一
项重要工作是，创建国家级“美丽
森林村”，计划投入 130 万元将原
村级公园“东华园”改造提升，兴
建长廊，增补花木，目前正在施
工，将于 10 月完工。同时，提升
村内道路两侧的绿化档次。

位于董家祠堂边的四层楼高
的养老中心，已进入内部装修阶
段，有 120 张床位，将进行公开招
标出租，为本村老年人以及周边
老人提供居住养老、日间照料等
服务。

如何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遗
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辟村庄发
展新路子？这是董家跳村面临的新

课题。
董家跳文化遗址、董家跳宋代

遗址,对于一个村是罕见的宝贵资
源。有关专家建议，可利用历史资
源兴建“遗址公园”供人参观；董
家跳名人众多，名人故居是不可多
得的人文资源，建议修复名人故
居，陈列名人事迹，有条件的可邀
请他们返乡祭祖省亲；村中古树茂
盛，生态环境良好，山上有茶园水
库，利用自然资源，可引进生态休
闲项目，开辟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王博

近日一早，宁波红色力量献
血队的二十几名队员，来到宁波市
中心血站集体献血。他们自觉地排
成长队，每轮到一个人，都熟练地
撸起袖子、伸出胳臂，配合医务人
员抽血，这样的经历，“红色力量”
献血队早就习以为常。

当天带队献血的叫郑世明，
是 宁 波 红 色 力 量 献 血 队 的 总 队
长，曾获得“浙江好人”“最美宁
波人”等称号。他是海曙区古林
镇人，1959 年出生，初中文化。
1997 年，他开始献血，并获得中
华慈善突出贡献 （个人） 奖、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上海市

无偿献血白玉兰奖等。
说起缘何组织这样的献血队

伍，还有一段渊源。30 多年前的
一天，郑世明 70 多岁的奶奶被确
诊为血小板减少症，且有生命危
险。医生说，只有输血才能延续
奶奶的生命。在血源稀缺的 20 世
纪 80 年代，这谈何容易。更不巧
的是，郑世明家人的血源都不符
合奶奶输血的要求。就在此时，
一位匿名献血者的出现挽救了老
人的生命。经过两次输血，老人
病情很快好转，延寿20年。

在 感 恩 与 回 报 的 心 理 感 召
下，郑世明由此踏上了漫长的献
血道路。起初，献 200毫升，后来
改为 400毫升；起初由村里或血站

组织去献血，后来变主动定期献
血；起初一年一两次，后来一年
十几次。之前他献全血，第一次
献 成 分 血 是 在 2000 年 冬 天 。 当
时，郑世明接到宁波市中心血站
电 话 ， 希 望 他 能 尝 试 捐 献 成 分
血。他知道，血站肯定是急需用
血才打电话给自己。挂断电话，
他 便 开 着 摩 托 车 风 雨 无 阻 地 去
了。18 年来，郑世明个人累计无
偿献血约 15 万毫升，相当于 30 多
个成年人的血量总和。

郑世明不仅自己献血，还影
响带动家人、朋友及身边的热心
人一起献血。2004 年，他和两位
好友发起创立鄞州区无偿献血志
愿者服务队。队伍成立后，发展
很快，几年时间拥有 600 名队员，
遍布宁波各个区县 （市）。2009
年，他们将队名改为宁波红色力
量献血队。

郑世明不仅在市内宣传无偿
献血，还把宣传的影响力扩大到
市外、省外。2006 年，他利用去
上海进货的空隙到上海血站了解

情况，得知全国各地来上海看病
的人多，用血量很大，宁波人到
上海看病的也不少。“去上海献
血，既能帮到宁波人，也能帮助
各地患者。”郑世明召集骨干商
量，决定一年四次去上海献血，
参加人数从起初的 10 多人，增加
到每次四五十人，最多时有 150多
人。

红色力量队伍里，涌现出许
多献血“明星”，有获得“宁波好
人”称号的陈贤德，有把献血当
作第二职业的陈达洪，有夫妻俩
组团献血的，也有整个大家族一
起献血的。统计显示，自献血队
成立以来，献血 3.5 万毫升以上的
有50多人，献血1万毫升以上的有
200多人。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朱斌

今年 48 岁的陈贤促经营着一
家五金厂，2015 年 10 月，不满足于
现状的他看好农旅结合的前景，承
包了位于鄞江镇金陆村和清源村交
界处的 850亩土地。“这里有山有水
犹如世外桃源，鄞江历史文化底蕴
丰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未来有很
好的发展空间。”陈贤促说出了自己
选择鄞江的初衷。

陈贤促回忆，虽然这块土地当
时处于荒废状态，杂草丛生、建筑垃
圾遍地，周围溪坑里也满是垃圾，但
这里有75亩银杏林，生长着3000多
棵银杏树，“这是宁波市单体面积最
大的野生银杏林，是独一无二的资
源优势。”陈贤促说，他决定依托这

片银杏林，打造一个能真正体验乡
村、乡景、乡情、乡味的综合性农庄，
并取名“趣湾庄园”。

如今近 3 年过去，走进趣湾庄
园，连片的银杏林果实累累，非常醒
目，林间的 42个集装箱房屋也颇有
特色。“集装箱是我当初为节省成
本，从各个工地上‘淘’来的。经
过改造，变废为宝成为庄园里的茶
室、休闲吧、民宿等。”陈贤促介
绍，他先后投入 800多万元建设庄
园。“建有户外露营基地和户外烧
烤基地，种有 50 多亩茶树和 30 亩
桃树、蓝莓、板栗等果树，一年四
季可提供观光采摘游。去年秋季，
在庄园里新建了一个可供团队开展
户外拓展训练的基地，聘请了有专
业资质的教练，现在最受游客欢迎
的就是这些拓展项目。”

分析趣湾庄园受追捧的原因，
陈贤促说：“庄园有 850 亩巨大的
空间，便于开展各类户外活动；鄞
江镇政府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也非常
给力；同时庄园还和宁波大学科技
学院电子商务班的大学生合作，让
他们维护和推广‘趣湾庄园’微信
公众号，效果非常好。”

“趣湾庄园”微信公众号不仅
有效宣传和营销庄园，而且为周边
农户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过去很
多农户将自产的果蔬价格压得很
低，但还是愁销路，现在在网上‘吆
喝’这些土特产，销路不错。”陈贤促
说，最受追捧的是鄞江“清沅”芋艿
和“它山堰”白茶，回头客很多，“前
段时间为 3 户农户推销了 300 箱约
1800公斤水蜜桃，每箱最高卖到 80
元。这几天，村民自己种的梨又熟

了，一箱5公斤卖60元。”
除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吃喝

玩乐”，陈贤促还在开发银杏产业
上“做文章”。秋天银杏林金黄一
片，庄园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去年，银杏果产量有 5000公斤。
他引进新工艺，将银杏果放入烤箱
烘烤，待其裂开一个小口子，加入适
量的盐，制作出脆香可口的“盐烤白
果”，很受欢迎。“银杏叶有降‘三高’
等药用价值，我还打算开发银杏叶
饮品，让银杏林物尽其用，发挥最
大价值。”陈贤促说。

郑世明正在献血。（受访者 供图）

栎树港河穿村而过。（朱军备 摄）

陈贤促在银杏林中劳
作。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