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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千年历史悠悠

“东杨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年
间。”说起本村的历史，东杨村老书记
平海岳搬出了从天一阁拷出的18本
厚厚的《镜川杨氏宗谱》，侃侃而谈。

众所周知，鄞西平原地势低，历
史上曾是一片汪洋。如今的集士港片
区是曾经的广德湖所在地，而东杨村
则是“小江湖”所在地。“东杨村的祖先
杨仁爽是小江湖的拓荒者之一，北宋
后期他从鄞东云龙迁至东杨。”平海岳
介绍，杨仁爽长子杨颙居于杨家堍，为
东杨；次子杨硕居于樟树下，为西杨。

让村民深感自豪的是，杨氏耕
读传家，人才辈出。在东杨村村民自
筹 250 万元重修的祠堂红色大门
上，一副“金榜题名五世十科进士、
玉阶听履一门三部尚书”的对联闪
着金光。“1451年至 1487年间，杨氏
一门出了 10 名进士、3 位尚书。”平

海岳脸上洋溢着笑容。
坐落于风棚碶河旁，东杨村舍

依水而建。走进一座白墙黛瓦青砖
房内，古朴的天井、青砖铺地、石板
作凳，高高马头墙的门楣上，依稀可
见“奠攸居”三字，意为最适宜人居
住的地方。“这是清朝时村内大户人
家所建，如今居住着三户村民。”站
在一排排临河的古朴建筑前，平海
岳介绍，东杨村人的生活离不开水，
眼前的风棚碶河见证了东杨村的千
年发展变迁。

在穿村而过的风棚碶河岸边，
能看见码头、河埠头遗迹。村民回
忆，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进
城，都是从码头上船，沿河北上，直
抵宁波市区的濠河码头，早去晚回
非常方便。可以说，东杨村因风棚碶
河而灵动、而发展。

美丽村庄宜居宜业

如今，在东杨村2.1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居住着 1642名户籍人口和
4000 多名外来人口。记者随着村党

支部书记徐立走进村庄，一派鸟语
花香、整洁环境；尤其是村内四面环
水的东杨公园小岛上，茂密的林木
覆盖着休闲长廊，村民或散步或健
身，怡然自得。

“这是近年来东杨村上下齐心整
治环境、建设美丽村庄的结果。”徐立
细数着全村环境整治的“大手笔”。

2009 年起，区、镇、村三级
共投入 600 多万元，修整长 1.8 公
里的风棚碶河。清理淤泥、垃圾，
修整河埠头，在河里种上了美人
蕉、再力花等水生植物，在岸上新
修仿木栏杆。与此同时，还投入 100
多万元，修整出总面积 4000多平方
米的13块晒场；投入60万元推进提
升绿化工程，补种 5000 平方米绿
化，创建为市级“美丽森林村庄”。

2016 年 6 月 3 日，雅戈尔集团
出资 200 万元修建东杨村雅戈尔文
化礼堂，当天的奠基仪式热闹非
凡，这是东杨村值得一书的大日
子。“现在，不仅村民有了一处办婚
庆生日等喜宴的高大上去处，而且村

里传统节日时，举行各类庆祝活动、
文体团队排练演出也有了一展身手
的舞台。”48岁的村“文体达人”郑其
红开心地表示，如今全村凝聚力更
强了，村内氛围更加和谐了。

今年 6月起，东杨村启动新一
轮的环境整治。“目前已清理出 100
多车垃圾，拆除 7 处违章建筑。”徐
立介绍，9月4日，各村党小组长、网
格长和村民小组长还专门聚在一
起，制定村庄“亮点工程计划”，决定
在村两路两侧种花种草，并用古朴
乡土元素点缀村民庭前屋后、院里
院外，进一步提升村内环境。

“目前村里有 1600 余亩耕地，
种植着葡萄、蔺草、甘蔗、火龙果
等。希望依托得天独厚的水乡优美
环境，推进农旅结合，让东杨村更
加宜居宜业。”徐立表示。

走进海曙区石碶街道东杨村，最引人注目的是穿村而过的一条
大河——风棚碶河。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微风习习、河水清清，白鹭
飞舞、水草飞扬。

“风棚碶河是东杨人的母亲河。如今，东杨村环境整治一新，全村
正积极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美丽水乡。”东杨村党支部书记徐立说。

东杨村倚河而居东杨村倚河而居。（。（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石碶东杨村：
千年水乡 宜居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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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有难，挺身而出；见险施救，不图回报。在奉化，提起水鹰户外应急救援

队，可谓家喻户晓，被赞为当代“侠客”。走进其位于奉化岳林街道天峰路旁的驻

地，墙上挂满了鲜红的锦旗。大队长蒋挺说，“每一面锦旗和奖状的背后，是一次

次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和队员们的无私奉献。”

谷岳忠：
船舶“守护神”

“水鹰”救援队在救助群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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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吴晓琳

今年 30 岁的蒋挺是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戴副眼镜，身材壮硕。
2012年时，他参与了奉化江边一起
溺水救援事件。“那时，民间打捞
溺亡者是有偿的。可家属已十分悲
痛，怎好再向他们收钱？”蒋挺萌
发了公益救援的念头，当年，他停
掉自己的生意，组建起宁波第一支
义务水域救援队。

救援队成立之初，只有三个
人，外加一套潜水服，救援车还是
蒋挺用私家车改装的。由于资金和
管理经验不足，队伍组建不久便面
临解散。但蒋挺没有放弃。次年，

水鹰户外应急救援队成为“110”
联动单位，运作逐渐走上正轨，在
各项救援中大显身手。

2015年夏天，西坞下暴雨，一
名捕鱼人在东江被大水冲走，队员
们不眠不休一昼夜，沿线搜索，寻
找到遗体；2017年冬天，一名女子带
着孩子在溪口的大山里迷路，队员
们开车近 200 公里，走了 20 公里山
路，将两人平安救下山；今年 4 月，
一名七旬老人在奉化登山时摔伤，
队员与民警克服险阻，将伤者从悬
崖边抬下来……激流中、丛林里，每
一次救援行动，队员们跃动的身影，
化身一个个救难除险的“侠客”。

去年 6 月底，金华兰溪发大
水，“水鹰”带上 6名骨干，2艘橡

皮艇赶赴当地香溪镇洲上村抢险。
整整一昼夜，队员们连续高强度

“作战”，来来回回 30 多趟，共搜
救、转移出 100 多名被困村民。事
后，兰溪市委、市政府向队里颁发
了一张荣誉证书，授予其“最美救
援队”称号。

队中“元老”、今年 50 岁的应
金荣说，小时候他溺过水，幸被别
人救了上来，“现在我加入救援
队，用自己的特长去救助别人，感
觉特别有意义。”

“ 水 鹰 ” 的 队 员 来 自 五 湖 四
海，有个体户、木匠、电焊工，也
有公务员，为同一个目的而聚集在
一起。为了提高救援质量、拓展救
援范围，蒋挺经常自费外出培训，

学习绳索、攀岩、救援等各项技
能，回来传授给队员。“我们要做

‘特种兵’，在各种环境下能应付自
如”。他自己就持有国际潜水员、
国际救援潜水员、国际二星潜水教
练、浙江省地震救援、国家高级紧
急救助员等证书。在他的严格要求
下，队员们个个考取了国家中级紧
急救助员证书。

今天的“水鹰”已发展成一支
拥有 30 多名队员的“海陆空”三
栖专业救援队，拥有多套专业水
域、山地救援设备。队里接警平台

24小时开启，遇到重大险情，队员
放下手头事务第一时间赶去。这些
年来，队里采购装备耗资 60 多万
元，其中 40 多万元是蒋挺与队员
集资出的，平时救援产生的费用也
是大家自费买单。有的人因此换了
好几份工作，但大家毫无怨言。

据统计，水鹰户外应急救援队
成 立 6 年 来 ， 共 参 与 救 援 300 余
次，救援足迹还跨出宁波，远至丽
水、浦江、兰溪等地，帮助 100 多
人成功脱险。此外，队员们每年还
义务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救

援、安全培训30余场。
一路走来，“水鹰”救援队已

成为奉化人眼中的英雄。蒋挺说，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打造一支
更强的队伍，“救援是个特殊行
业，风险高，但总要有人去做。我
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本报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卓佳洋 吕茂翔

寒来暑往 铸就一身好技能

1986年，谷岳忠从浙江交通学校
航政管理（船舶检验）专业毕业，进
入宁海县港航管理处成为一名验船
师。

为了迅速上手，谷岳忠悉心研
读船检法规书籍，跟着老师傅学习
船检经验，请教业内专家……日复
一日，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船舶检验，一毫米都不能差，船体
结构如同骨骼，动力装置如同心脏，
电气电缆如同神经，而验船师就是
一名全科医生。”谷岳忠说。

上世纪 90 年代，宁海的玻璃
专用运输船大多从江苏张家港运
货，运往温州、福州等地，需跨越
内河和沿海两个航区，内河航道吃

水较浅、桥洞较多，沿海海域宽
阔、风浪较大，这就要求船舶既能
在内河畅通无阻，又能经得起海上
风浪。有些船只驾驶台过高，钻不
过桥洞。谷岳忠在建造检验时，与
设计公司人员一起，创新设计了可
升降的驾驶台，破解了难题。

2000 年起，宁海船舶运输行
业迎来了发展高峰。旧船检修、新船
建造检验等大批业务涌入，尤其是建
造检验，整个过程通常要花半年。酷
夏，船舶甲板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
度；严寒，海边狂风凛冽，谷岳忠早
已习以为常。

前不久，笔者跟着谷岳忠走进
“利佰达 7”货船。正值该船五年
大检，谷岳忠和两个徒弟戴着安全
帽和手套，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
全副武装开始验船。闷热的船舱内
有铁屑或粉尘，最热时达到 60摄氏
度，周边还有不绝于耳的敲打声和

打磨声，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从甲
板上往下看，有一个五六米的垂直
扶梯，仅一人能通过，底下是装货区
域。“验船时必须特别留意，稍不注
意就容易受伤。”谷岳忠说。

除了检验舱室，还有双层底，即
装货区和船底之间的一个密闭空
间，进出双层底的唯一通道是一个
洞口，高不足一米，成年人蜷着身子
进入后，身体无法直立，只能爬行。
一次检验两三个小时。谷岳忠戴着
的安全帽记录了这些艰苦，帽子上
千疮百孔，帽子内被汗水浸得变了
色。“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底线，把
好船舶质量安全关。”

精心服务，保证港航管理
高质量

“船检需要两条腿走路，质量和
服务缺一不可。”谷岳忠说，“技能过
硬，船东才会尊重你。”谷岳忠是一

个较真的人，平时会钻研船检的法
规规范，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检验
方案。最令他自豪的是，从业 30
年，经他检验的船舶没有一艘发生
过检验质量事故。

为了让船东更好地配合船检，
谷岳忠建立了宁海县船舶检验数据
库，囊括了宁海所有船舶的基本状
况、参数，还有船东的联系方式。
在此基础上，2006年，宁海在全大
市率先推出短信提醒服务，提前发
短信告知船东，以防船舶脱检。宁
海港航处还创立了晓舟船检工作
室，并开通微信公众号，提供网上
申请、受理服务。

历经 30 年风雨，谷岳忠已是
全市船检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线验
船师。如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培
养好接班人，将多年积累的经验、
知识、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承下
去。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岑淑益 马晨

在慈溪逍林老街，一说起箍
桶师傅孟祝君，当地百姓无人不
知。如果有人家要办喜事，都会
上他那儿定做一套嫁妆。“这套
嫁妆包括子孙桶、斗桶、饭蒸、茶
盘等传统木质生活器具，大大小
小的有近 20 件。对于这些婚嫁
用品，大家有一种割不断的情
结，寄托了对子女婚姻生活的美
好祝愿。”孟祝君说。

孟祝君今年 57 岁，从 1976
年开始学习箍桶，他坚守这门老
手艺 40 多年。“我的外公、舅舅
是箍桶师傅，现在家里只有我还
在做这一行。”孟祝君拿起一个
八角茶盘说，“现在，全慈溪会做
这个盘子的师傅没几位。它的主
体部分由 8 块有弧度的木板拼
接而成，选料、落料、制作十分讲
究。有一块没加工好，这个茶盘
就做不成了。在八角茶盘的工艺
基础上，我还做出八角桶，市场
销量不错。”

一楼的小客厅是工作室、大
厅是成品展示区，三楼大通间是
摆放木料的小仓库……记者在
孟祝君的工作室看到，除了斧
子、凿子、锯子、刨子等木工常用
的“十八般兵器”外，还有不少木
桶、木盘的半成品。“现在是高粱
丰收的季节，一些人家做高粱酒
需要用到木质的‘高粱蒸’，我要
多做一些。另外，有户人家预定
了一套嫁妆，我也要抓紧时间赶
工。”孟祝君告诉记者。

选料是箍桶的重要环节。箍
桶师傅通常会根据树木的不同
特性，制作相应的器具。“楝树
质地坚硬，花纹美观，不易变
形，我经常用它做八角盘和八
角桶。”孟祝君说，如果制作蒸
桶、水桶之类的器具，就选用
杉木。因为杉木耐磨蚀，经受
得住潮湿。“落料时要精打细
算，做到不伤料不浪费。这是
对经验和眼力的一种考验。”

木质器具虽然其貌不扬，
要做好它们却不容易。一般情
况下，制作木桶、木盆、木盘
所需的木板，都由箍桶师傅亲
手加工而成。这些木制品主要
由一些曲线形的木板组成，不
同器物所需木板的弧度不一
样。“木板是我和妻子一起从木
头上锯下来的。用工具细细打
磨后，再按照器物的器形，把
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经过上

漆、绘画、晾晒等环节后，一
件作品才算大功告成，每一个
工序都马虎不得。”孟祝君说。

在孟祝君看来，一名优秀
的箍桶匠除了木工基础、箍桶
技术要扎实外，还需要足够的
耐心和细心。在工作室的柜子
上，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慢忍
笑，少说话，不吸烟！”孟祝君
解释说：“慢工出细活，做箍桶
这一行不能心浮气躁，遇到心烦
的事要忍住，要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我们整天和木头打交道，
不吸烟也是为了避免火灾。”

作为一名“箍桶达人”，孟
祝君每年能做出 400 多件精美
的木质器具，销往杭州、上海等
地。“箍桶是个手工细活，费神耗
时。现在，子女们都有自己的工
作，没有精力来接我的班。我最
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门老手艺传
给年青一代。只要他们有兴趣
学，我就会用心教他们，不收一
分钱学费。”他期待着。

宁海依山傍海，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渔村，船舶成为当
地村民谋生与运输的主要工具。在宁海，有这样一群“船
舶医生”，他们为渔民保驾护航，被船老大亲切地称为“船
舶守护神”。宁海县港航管理处船检科科长、高级工程师谷
岳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图为孟祝君正在工作室里箍桶。（陈章升 摄）

岳林：

““水鹰水鹰””救援队书写救援队书写““平民传奇平民传奇””

谷岳忠和同事登船检查。（余勇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