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姚 单

8 月 25 日晚，来自嘉兴海宁
市海洲街道南郊社区的 40 多名

“民星”走进镇海庄市街道同心湖
社区，为庄市居民奉献一台精彩
的“文化走亲”晚会。

晚会上，同心湖的社区之歌
《亲亲的家园》首次发布，“你是一
幅唯美的画卷，风姿卓卓，浪漫我
眼前……”歌曲朗朗上口，优美动
听。社区党支部书记陈莺说，歌词
是从全国范围征集的 183首作品
精心挑选出来的，并请专人谱曲，

“希望这首‘社歌’增加居民对社
区的归属感、认同感。”

同心湖社区是个成立不到三
年的新社区，由万科城、合生国际
城、拉菲庄园三个小区组成，在册
住户5700多户，常住人口约1.8万
人。簇新的小区、完善的教育、文体
等配套设施让同心湖成为镇海的

“明星”社区。陈莺自豪地说，辖区
居民以中青年人为主，集中了大量
高校老师、科研人才，光教授、副教
授就有近300名，还有2位院士，堪
称宁波“智商最高的社区”。

今年，庄市街道因势利导，以
“阳光”“健康”“智慧”为理念，协
力推进同心湖社区的建设。“人才
资源是同心湖最大的优势。居民
中有特长的能人、达人非常多，社
区把他们发动起来，当好‘领头
羊’，组织开展各种社团活动，造
福居民。”陈莺说。

目前社区里组织起同心跑
团、父母成长读书会、英语角、绣
娘庄、笔韵社、水墨斋等 20 多个
社团，招募有兴趣的居民参加，各
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像社区
的大同儒心艺术团，下辖舞蹈、健
身、竞技等多个社团，参加活动的
居民近千人，成为街道群众文化
演出、体育比赛的骨干力量。

上周五，社区新一期的“教授
课堂”开讲。社区居民、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崔海带来
能说会跳的机器人，给社区孩子
们讲解机器人世界的“奥秘”，指
导拼接乐高机器人，孩子们大呼
过瘾。前一阵，社区还邀请该校的
王卓丽老师，系统性讲解刺绣艺
术。陈莺说，下个月，还将邀请宁
波大学老师来授课，把科学实验
带进社区，“希望‘教授课堂’每个
月至少举办一次，让居民长知识、
拓眼界。”

社区还通过互动吧，广泛招
募居民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共同
推进小区文明创建。辰时志愿者

队有近百名队员，每周三、周日
的早晨，三组志愿者轮班在各自
小区巡逻，发现有环境脏乱、河
道不洁等现象，立即拍照上传网
格微信群，第一时间处置。此
外，因为新建的小区没有车棚，
社区在每个小区组建了楼道志愿
者队伍，天天巡查，并建立了一
整套快速处置流程。“每天有志
愿者在身边服务，大伙参与小区
管理的积极性提升了，齐心协力
把家园建设得更美。”陈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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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橙、红、黑、蓝等色彩艳丽的锦鲤畅游在鱼池中，让人赏心悦目。走进位
于海曙区鄞江镇金陆村、被中国渔业协会评为“亚洲最佳锦鲤场”的郭斌养鲤场，
一场视觉盛宴扑面而来。

揉面、压模、制型、调色，贴上两个小圆片，嵌上两
粒黑芝麻，再将“尾部”一掐一分叉，一条“小鱼儿”便
跃然掌上。在象山东陈乡岳头村80后姑娘史朝霞的“玲珑
心思”下，“朝朝果蔬麦糕”已成为麦糕届的“网红”。近
至浙江多地，远至贵州、新疆，众多美食饕客“闻香下
单”。

史朝霞：
“萌”麦糕成“俏网红红””

古稀老人孙斌海：
乡土文化守望者

社区舞蹈团登台表演。（记者 余建文 摄）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朱斌

“世界上公认最好的锦鲤在日
本，日本养殖锦鲤有 120 年历史，
而我10余年就做到了日本5代人做
到的事，深感自豪。”今年 54 岁的
郭斌如是说。

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
郭斌有自己的文具企业，投身

锦鲤养殖行业始于 2003 年。“2002
年底我到广州出差，坐车经过一家
卖锦鲤的店，立刻迷上了锦鲤。回
来后，立即到当时的宁波花鸟市场
买来锦鲤，在自己的工厂养了一池
子。”郭斌回忆，起先是自娱自
乐，没想到养殖锦鲤会成为他不断

挑战自我的事业。
从零开始，郭斌开始刻苦钻研

锦鲤繁育、培育技术。“锦鲤的最佳
生长温度是22摄氏度至28摄氏度。
每天必须密切观察投喂鱼食量、水
的温度、湿度、含氧量等环节，还要
针对每天遇到的状况，分析每一个
细节，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郭斌说，
锦鲤和任何一种动物一样，存在消
化不良、“感冒发烧”等亚健康状态，

“要懂得甄别具体状况，分析是细菌
感染还是病毒侵袭，成为‘锦鲤医
生’，对症下药。”

锦鲤作为一种观赏性极佳的鱼
类，具有“水中活宝石”“会游泳的
艺术品”的美称。郭斌认为，养殖锦
鲤的过程就是将“工匠精神”发挥到

极致并不断磨炼意志的过程。
选苗是平时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从锦鲤只有 4厘米开始，每个
月进行筛选，每年至少筛选十次，
淘汰品相差的，留下有观赏价值
的，不断进化。而能脱颖而出的是
极少数，可谓万里挑一。在选鱼苗
阶段，郭斌每天四点半起床，选
苗、喂养、观察、改良品种……每
个环节都无比耐心细致。

10余年的历练，让郭斌练就了
一双“火眼金睛”。只需一两秒
钟，他就能从一网锦鲤中挑出“颜
值”高的继续“培养成才”，成功
率 80%以上。“对锦鲤颜值高低的
评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郭斌
表示，每条锦鲤花纹的形状、色

彩、鱼鳞、皱褶都不一样，而他能
“择优录取”，全凭多年积累的经
验。

15年来，郭斌将全部精力物力
财力投入养鲤场。如今，他的养鲤
场年产优质锦鲤 5万余尾、精品鲤
5000 余尾。“每公斤鱼饲料七八十
元，一年下来需要 120 万元，一个
车间每个月电费需要 5万元，水每
天 要 置 换 5% …… 常 年 与 水 打 交
道，我的关节也出现了问题。”郭
斌笑着说，如果算经济账，他早就
不养锦鲤了。

“一条锦鲤从鱼卵开始养到 80
厘米需要四五年时间，每天起早贪
黑，不断筛选、观察、拍照，记录其长
度、体重、花纹的变化，蕴藏着太多

技术含量，太难了。不过看见自己技
术不断提高，锦鲤品质年年提升，非
常有乐趣，是一种精神享受。”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 年 12
月 ， 在 中 国 锦 鲤 30 年 高 峰 论 坛
上，郭斌养鲤场被中国渔业协会评
为“亚洲最佳锦鲤场”、杰出贡献
奖及最高品质奖。而目前国内荣获

“亚洲最佳锦鲤场”称号的养鲤场
只有三家，其余两家都在广东。
2016年，郭斌培养了 4年的一尾锦
鲤被一位山东客户“相中”，花 40
万元买走。

如今，郭斌在圈内名声响亮，
不断有国内外锦鲤爱好者慕名前
来。日本著名的阪井养鲤场负责人
来参观后，由衷地赞叹：“郭斌养

鲤场的锦鲤品质能和日本经历五代
人培殖的锦鲤相媲美，他靠一人力
量，10多年就做到了日本五代人才
做到的事，令人佩服！”

而对郭斌而言，技术的突破永
无止境。“目前国内高校和科研机
构在锦鲤繁育技术方面还是一个空
白，我希望再用 10 年时间，不断
总结经验，不断创新，让中国的锦
鲤和世界一流锦鲤相提并论。”

本报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吴大庆 朱剑庆

孙斌海的出生地三七市镇原
属金川乡， 这 一 区 域 有 众 多 市
级、省级乃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田螺山遗址就在境内，河
姆渡遗址也在附近。“由于年代
久 远 ， 三 七 市 的 很 多 传 统 、 传
说、风俗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所幸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过
往的事情，但不及时‘抢救’，再
过 一 二 十 年 ， 这 些 恐 将 石 沉 大
海。”孙斌海说，“时间不等人，
我想通过寻访，把乡土文化记录
下来。”

十 多 年 前 ， 孙 斌 海 开 始 搜
集、整理和传播地方历史文化。

他 不 顾 年 事 已 高 ， 不 辞 舟 车 劳
顿，查证历史文献，寻访父老乡
亲，跋履不辞，寒暑莫惮，走遍
家乡的角角落落，磨破了好几双
鞋 。 孙 斌 海 并 不 富 裕 ， 走 访 途
中，饿了就吃几块随身携带的饼
干 。 有 一 次 ， 他 去 上 海 复 印 资
料，舍不得去饭店吃饭，在车上
啃面包充饥。三七市的老百姓被
他热爱乡土文化的情怀所打动，
不少老人找到他主动提供线索。

三更有梦书当枕，半床明月
半床书。走进孙斌海的卧室，只
见各种书籍堆满了半张床铺，两
个铁皮书柜里整齐排列着几百本
线装图书，这些都是他节衣缩食
买来的文献资料。孙斌海告诉笔
者 ， 从 这 些 珍 贵 的 资 料 中 可 以

“打捞”湮没在历史中的辉煌，灿
烂的文明要传承给子孙后代。

经过几年的走访和整理，他
编著的 《金川志》 于 2015 年由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他本人
也被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吸收
为会员。《金川志》 共 4 万余字，
对当地历史沿革、地理环境、旧
迹遗址、风俗传说等内容做了较
全面的记录，手持一书便可知三
七市的历史和现在。

今年 6月，孙斌海去上海拜访
祖 籍 三 七 市 的 我 国 著 名 遗 传 学
家、复旦大学叶文虎教授，向他
请教三七市的旧时风物。后来，
叶文虎教授托人专程赴三七市，
给孙斌海送来写有“仗义寻根其
意湟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

锦旗和 2000 元赞助款，鼓励他继
续收集整理地方文化。

尽管地方志已经出版，但孙
斌海的寻访并没有终止。时隔三
年，汇聚最新研究成果的 《金川
遗韵》 书稿也即将完成。“地方文
化不可复制，希望有更多的热心
人投入地方文化的保护中，让一
方水土一方人的情感有来处有去
处，找到精神上的归属。”孙斌海
说。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胡 凯 吴美赞

麦糕是象山有名的地方小吃，
多年来半岛人民一直坚守着这道传
统美食。“因为孩子挑食，不喜欢
吃蔬菜水果，我就尝试将果蔬作为
制作麦糕的辅料。”史朝霞利用黑
米、南瓜、胡萝卜、紫薯、青瓜、
火龙果等物制成多彩麦糕，既好
看，又有营养，孩子很爱吃。

于是，史朝霞萌生了一个新想
法：利用下班闲暇时间制作多彩
麦糕，“试水”在微信上销售，并
取名“朝朝果蔬麦糕”。原生态的
口感，搭配上诱人的色彩，果然

为她带来了销路。客源越“吃”
越广，口碑越攒越好，史朝霞也
越来越忙。去年 11 月，她干脆辞
去原先的工作，全身心投入麦糕

“事业”。
走进史朝霞的“点心坊”，雾

气氤氲，香味弥漫，一边麦糕刚蒸
煮出笼，一边微信新单子又来了。

“现在每天要做 10多个小时，赶制
四五十张订单，到了春节前夕还要
忙。”史朝霞说，麦糕不容易保
存，在快递运输途中容易变质。后
来，她利用泡沫箱加冰袋，总算解
决了麦糕的保鲜难题。

“手工花式麦糕既符合现代人
的健康消费理念，造型又独树一

帜，能够博得各年龄段人群的喜
爱，尤其是钟爱点心的女性和孩
子。”为了念好“麦糕经”，史朝霞
又尝试在花式上做文章。她将麦糕
卷成“双色棒棒糖”，绵软香甜的
口感，可爱呆萌的造型，受到众多
顾客青睐；买来各种模具，用手工
揉捏出“愤怒的小鸟”“小猪佩
奇”等卡通造型，迎合孩子们的需
求……史朝霞制作的麦糕已有动物
卡通、水果混搭等上百种花式。

凭借微信“吆喝”卖麦糕，史
朝霞每个月收入有 2万余元，她的

“朝朝果蔬麦糕”也已有了五六千
名粉丝。下步，史朝霞打算对产品
进行包装，打造自主品牌。东陈乡

妇联也将帮助她推广宣传，以此带
动更多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为该
乡“乡村振兴，巾帼先行”树立典
型。

郭斌在选锦鲤苗。（陈朝霞 摄）

史朝霞在制作麦糕。（夏雨 沈孙晖 摄）

余姚三七市镇石步村有一位叫孙斌海的古稀老人，十
多年来收集、记录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把这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整理成书出版。

笔者见到孙斌海时，他刚寻访回来，75岁的他精神矍
铄。孙斌海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在粮食系统工作，退休
后便回乡务农。“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
初二没念完就辍学了。”孙斌海说。

孙斌海在家研究资料。（吴大庆 何峰 摄）

小猪佩奇造型麦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