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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说，蕴含对幸福
生活的珍惜

任新村老人说，太公是从山东
过来的，以前村中发现一座大坟是
明朝营制，祠堂是清朝道光年建
的。村内民宅的墙面上图文并茂地
记录着流传已久的神话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有条河，
河上有座“太古桥”，桥边的村子住
着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有一天，母
亲行至山脚下，见路中间横着一条
花斑大蛇，吓得连忙祈祷：如果您是
来救助乡亲们的，请您速速变小。

话音刚落，母亲发现大蛇果真
变小了，便把它带回了家。找出谷
桶，在桶底铺一层砻糠，把小蛇放
进桶里。第二天，谷桶里竟然全是
金灿灿的谷子，而且怎么畚也畚不
完。原来，这条小蛇为“谷龙神”
化身。村民们为感谢龙神恩赐，就
把“太古桥”更名为“多谷桥”。

后来，这户人家女儿长大，嫁

给一个财主儿子。为炫富，财主家
故意做了一顶比女方墙门和弄堂还
大的花轿，而女方吩咐下人把稻谷
装进麻袋后堆起来铺路，让迎亲队
伍踩着稻谷把花轿抬进家门，称之
为“七墙门八顶轿”。

结果，怪事发生了：祠堂门口
的樟树上传来一阵“嗷嗷”的叫
声，婚宴摆了三天三夜，“嗷嗷”
声持续了三天三夜。

紧跟着，村民们发现从那母亲
家里畚来的稻谷都成了砻糠。那母
亲省悟到，自己糟蹋了粮食，“谷
龙神”飞走了。

为了让“谷龙神”再回到多谷村，
乡亲们在村里建了一个“回龙亭”，而
边上那个水潭就成了“龙潭”。

传说虽不是事实，但“多谷
桥”“回龙亭”“龙潭”还在，蕴含
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幸福
生活的珍惜，村民口口相传，牢记
在心。

两个自然村，焕然一新
迎振兴

任新村由任家横和多谷两个自

然村组成，全村有 629 户、1468
人，地域面积 1.5 平方公里，耕田
1500亩，除 400亩观光农业，其余
以水稻为主，村内个私企业以印
刷、制冷设备、五金加工为主。

去年以来，任新村以“三居”
建设为契机，将“伴水归田园，美
丽任新村”作为改造目标，对多谷
自然村进行梳理式改造，尽力保持
原有的建筑风貌。对主道两侧村民
房屋外立面进行粉刷贴面，维修了
村入口处的几座牌楼、老戏台，新
建停车场，还用瓦片砌了一个金龙
照壁。

同时，提升了占地 10 多亩的
“干”字公园，修建长廊栽种绿
植。取名“干”字公园，寓意任新
村人把“实干”放在心头，“撸起
袖子加油干”，以实干求发展、出
成效。村民的庭院也被设计成春、
夏、秋、冬“四季弄堂”，让“美
居”四季绽放。

在拓宽道路时，有 5户村民在
安置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行拆除
了房子，为工程顺利推进作出了贡
献。

另一个自然村任家横则是另一
种风貌。前几年新建了 80 套农民
公寓，目前，二期工程正在施工
中，计划新建住宅 120套，可望在
明年交付，将优先安排大龄青年和
住房困难户。

经济发展是任新村变美的支
撑。该村工业、农业齐头并进。近
年来，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引入农
场，栽种了猕猴桃、火龙果、柿子
等水果。目前有油桃基地 300 亩、
葡萄园 100 亩、草莓采摘基地 50
亩。近期，又引进一家农业公司，
计划打造一个花海，引种 250亩药
用菊花，现已动工。

近年来，该村先后获得省文明
村、省卫生村、省示范绿化村、省小
康示范村、市园林式村庄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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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任新村云龙任新村：：
营造平原上的诗意田园营造平原上的诗意田园

手工皂拓出山乡创富路手工皂拓出山乡创富路

清澈的河水，茂盛的树木，古朴的凉亭，崭新的楼房，周围是黄绿
色的水稻。稻谷的清香中混合着桂花的芳香，令人陶醉。

鄞州区云龙镇任新村，是宁横平原上的水乡古村，在新农村建设中
既保留了乡愁，又建起了新居，并营造出一片诗意田园。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瑶瑶

落日余晖下，象山墙头镇洋北
村的渔民们单膝跪在木海马上，另
一条腿蹬泥涂，驰骋在广袤的滩涂
上……他们膝下的木海马大多出自
同村村民俞文军之手。

作为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海马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
承人，俞文军与木海马打了 40多年
交道。前不久，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纪
录片《传承》摄制组来到当地，进行
了专题拍摄。

俞文军今年 63 岁，身材精瘦，
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父亲原
来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认为出生于

“书香之家”的儿子肚里也得有点墨
水。但俞文军却“弃文从农”，念及父
亲养家辛苦，年轻时跟着生产队干
农活以补贴家用。后来他拜村里一
位老木匠为师，学习木工及木海马
制作技艺。

进山伐木、锯木、晾干、动工、改
进到最后完工，木海马的制作过程
倾注了俞文军的认真与热情。年轻
时，他天刚亮就带着干粮和水，徒步
两公里山路搜寻合适的木材，伐木
修整后再扛着重约 100公斤的木材
走回家。“一般木海马的底板以楝木
为原材料，两边的侧板用樟木，把手
多用杉木。”俞文军介绍，楝木和樟
木不易变形、韧性好，木海马的底部
常接触滩涂的泥巴和海水，好的材
料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而杉木密度
小、质量轻，做把手可减轻木海马的
重量，使其更加轻便。

木材积攒到一定数量，俞文军
就开着拖拉机去木材厂将木材剖成
1.5厘米至 2厘米厚的木板，放在自
家院子里整齐码好，并压上石块。

“历经一夏自然风干，木头不易发
霉，便可以画样锯木，动工制作木海
马和其他木制品。”

木海马虽然体积小、结构简单，
但蕴含着物理学、工程学的知识。因木
海马前段和尾部均有不同弧度的翘
起，俞文军对好底板和侧板的尺寸后，
用热水一边浇一边沿弧度钉死，以防
止底板崩裂。“制作难度最大的部分，
是把手与底座连接处。”他说，这个部
分采用传统的榫卯结构，榫眼上小下
大，并有一定角度倾斜，把手相应地由
上而下均匀加粗，从榫眼倾斜穿过，松
紧恰当，才可以紧密连接。膝盖跪卧处
为了减少摩擦，早期以草团作为垫子，
后期多改用海绵。

为了让渔民使用木海马时尽量
节省力气，获得最快的滑行速度，且
使用舒适，俞文军对木海马底部翘起
的弧度、把手的准确位置及倾斜程
度、膝盖位置等进行了多次改良。他
亲自下滩涂试验，总结了一套完整的
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成年男
子、妇女、青少年、小孩等不同身形的
木海马尺寸，平均做一把需要一天。

生意好时，俞文军一年能卖出
三四十把木海马。但近年来，情况发
生了变化。“村里年轻人多外出打工
了，只有一些老人赶小海时才使用
木海马。木海马逐渐缺少销路，更别
说有人想学习制作了。”俞文军说。

随着年岁渐长，俞文军十分担
心这门传统手艺会失传。他曾带过3
个徒弟，目前两个已经改行，只有一
个偶尔做做。“我没想过发大财，只想
踏实做好每一把木海马，把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如今，俞文军常做些小型
木海马作为工艺品，赠予亲戚朋友，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喜爱木海
马，传承象山传统渔文化。

俞文军：
40多年手工打造木海马

本报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胡琦 蒋攀

每天上学、放学时段，宁海县前
社区的学校和幼儿园外都能看到这
样感人的一幕：一群戴着红袖套的
老年人有的熟练地示意家长文明停
车，有的小心地护着上下学的孩子。
他们就是县前社区校园护苗队的队
员们。

县前社区辖区内分布有城中小
学、县中心幼儿园和跃龙中心幼儿
园，都位于车人如织的交通要道。此
前，县前社区曾组织多次志愿者活动，
对高峰期交通进行疏导，但反复的交
通乱象使疏导工作收效甚微。

目睹这一情况，几位热心的退
休老人萌发了组建一支常年在校园
周边进行交通疏导志愿者队伍的想
法，这得到了社区的支持。2013年9月
1日新学期开始，一支由10位退休老
人组成的校园护苗队上岗了。

志愿服务开始不久，一些接送
孩子的家长颇有微词：“原本可以将
孩子送到校门口，现在要去停车场
停车，实在麻烦。”“这些老人天天来
管车辆，要拿工资吗？”……面对家
长的质疑，社区及时做好解释工作，
为无偿服务的老人们正名。

“有些骑电瓶车的家长，我们将
他们引导到附近停车场，一开始他
们都很排斥，我们只好耐心地劝
导。”队员林奶奶是个大嗓门的热心
人，对于不配合的家长和行人，她总
是耐心说服，一来二去，家长们的自
觉性逐步提高了。林奶奶说：“辛苦
一天，安心一年，这样做很值得！”

就这样，护苗队坚持走过了第
一学期。第二学期伊始，家长们看到
精神矍铄的老人又风雨无阻地出现
在“岗位”时，对他们肃然起敬，并支
持护苗队的日常工作。寒来暑往，校

门口的护苗执勤没有一天间断，护
苗队的人数也从当初成立时的10人
增加到20人，最多的时候有27人。

如今，在护苗队的管理下，开车
送孩子的家长无需下车，只要把车
停下，老人就主动上前打开车门并
护送孩子进入校园。家长们省去了
找车位、停车的时间，缓解了道路高
峰期拥堵的状况。

2014年 10月以来，由于旧城区
改造，护苗队的队员们陆陆续续搬
迁。原先老人们走几步就能到学校，
现在家离学校远了，老人们还会像
过去那样来执勤吗？护苗队还能坚
持多久？这让社区和学校一度很担
忧。当新的一个学期来临，队员们不
约而同前来报到，打消了社区和学
校的顾虑。

今年已经是护苗队执勤的第十
一个学期，有的老人因年龄原因退
出队伍，也有新的退休老人加入其
中。80 岁高龄的朱爷爷年纪最大，
家也住得最远，每次执勤需要来回
坐四趟公交车。家人担心不方便劝
他退出，他却坚定地表示，要干到干
不动为止。队员胡阿姨搬家后每次
骑着自行车来执勤，有段时间脚受
伤需要在家休养，这让她很焦急。胡
阿姨老伴陈伯伯非常支持她的“工
作”，在老伴腿伤无法下地的这段时
间接过担子。而胡阿姨等腿脚稍微
灵活一点，就硬要陈伯伯用电瓶车
接送她去执勤。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人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初心，为城市
文明增添一抹亮色。

莫道桑榆晚 护苗情更深
——记宁海县前社区校园护苗队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走进低坪村，2000多棵无患子
树高大挺拔，黄绿色的果实点缀在
林间，蔚成风景。“我们村海拔高、
无污染，天然优质的环境很适合无
患子树的生长。”低坪村党支部书
记张善庆介绍，2014 年底，浙江
万里学院专家带着生物技术专利
项目来到低坪村考察，对低坪村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肥 沃 土 壤 非 常 满
意，认为这里非常适合无患子树
生长。于是，低坪村启动“无患
子古法手工皂”项目，开始种植
栽培无患子果树，如今形成全市唯
一的无患子树基地。

张善庆告诉记者，在民间传说
中，无患子树是有灵性的树，它的
植物物语为“驱魔杀鬼”，“无患”之
名由此而来。“相传低坪村附近曾
有一座钟灵庙，庙里有无患子树。
从古及今，古法手工制皂是村里的
传统，村民一直用无患子果来洗
涤。”

在浙江万里学院技术团队的
支持下，低坪村无患子果古法手工
制皂技艺经过提升，焕发了新活
力。“制成一块手工皂至少需要8个
流程。”张善庆介绍，村民采下无患
子果后，要先放置至少一年时间阴
干。制作时，先去核、分离果肉；然
后用温水将果肉干熬制四五个小
时，接着根据配方加入艾草等天然
原材料进行调和；再入模、成型、冷
却、包装。

在民间，无患子用途很多，《本
草纲目》有专门的“无患子篇”予以
记载。无患子果核可制成佛家喜闻

乐见的念珠；果仁可榨油，甚至能
作为生物柴油解决能源问题；其根
部可入药，治感冒高热、咳嗽、哮
喘、白带多、毒蛇咬伤等。现代医学
研究还证实，无患子果能抑制一种
形成黑色素的酶的生长，有去黑斑
的效果。

因为无患子果含有较高的皂
苷和丰富的活性成分，其最普遍的
用途就是洗涤。“经过古法纯手工
制作的无患子香皂泡沫丰富、手感
细腻、去污力强，而且纯天然、弱酸
性接近人皮肤的 PH 值，不刺激皮
肤，尤其适合婴幼儿使用。”张善庆
介绍。

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低坪
村设计出动物、植物、卡通等各种
造型的无患子手工皂。除了原味，
还注入章水地方特色，添加艾草、
贝母等章水地产天然原料，同时一
款添加新鲜樱花花瓣的新产品正
在科研攻关中。

现在，低坪村和宁波悦然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合作，在高桥镇设立
了实体店，还在淘宝和天猫上开出
了网店，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我

们的无患子手工皂每块为 30 克到
150 克不等，去年销售额达到 20 万
元。”张善庆算了一笔账，如今市场
上古法纯手工皂价格一般为每克1
元，随着产品的不断推广和市场的
成熟，这一项目为地处深山没有收
入的低坪村村民带来了致富的希
望。

除了开辟古法无患子手工皂
市场，低坪村还打算引进生产设
备，制作无患子核手串，形成产业
链，并开发旅游带动人气，让独特
的无患子树基地成为村民脱贫致
富的“宝地”。“10月底，山里的无患
子树果实成熟了，叶片会和银杏树
叶一样变成金黄色，非常适合采摘
和观光游。”张善庆说，游客来到低
坪村，一边欣赏四明山纯美的湖光
山色，一边亲自体验古法手工制皂
技艺，平添了生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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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文军正在制作木海马。
（张瑶瑶 沈孙晖 摄）

任新村干字公园。
（朱军备 摄）

村口牌楼。

这几天，地处四明
山区深处海拔600米的海
曙区章水镇低坪村村民
开 始 忙 着 采 摘 无 患 子
果。自从“无患子手工
皂项目”作为区级精准
扶贫项目之一，入驻低
坪村以来，每年 10月中
下旬这样的采摘场景成
为低坪村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图为村民在采摘无患子果图为村民在采摘无患子果。。（（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无患子纯手工香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