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吴 哲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的田野”，每每听到许巍吟唱的
这首歌，田侠心头总会涌起无限感慨。

上周日，笔者走进奉化区尚田
镇鹊岙村。在新建的大棚里，田侠仔
细查看一排排新引种的红树莓，修
枝动作很是熟练。“如果不是因为太
热爱乡村，我现在应该是名 IT工程
师了，天天敲键盘。”他笑着说。

今年 30 岁的田侠是尚田鸣雁
村人，2010 年毕业于西南交大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主修微电子方
向。“我所学的就是眼下热门的芯片
专业，同班的不少同学进了华为等大
科技公司，收入颇丰。”田侠说，他毕
业后到鄞州一家公司，从事太阳能水
泵外贸销售工作，尽管薪水不错，但
家乡的山山水水令他难以割舍。

2016 年，田侠毅然辞职，回乡
创业，投奔田园。尚田是有名的“草
莓之乡”，田侠也选择了种莓，但这
种从南京农科院引种的黑莓，大伙
都不认识。“黑莓在欧美国家比较流
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第三
代新型特种果，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被誉为‘生命之果’‘黑钻石’。”田侠
说，国内极少有人种植黑莓，宁波市
面上难见踪影，“我希望用这小浆果
辟出一条新的乡村致富路。”

田侠与朋友合伙包了块地，挖
沟修渠，创办鲜享园农业公司。因为
之前没务过农，他像做论文一样，严
格按照教授的指导，一步步学习黑
莓栽培技术。今年夏天，黑莓迎来丰
收，平均亩产 1000 多公斤。丰收之
余，田侠碰到一个大问题：这种浆果

放到水果店，好多人以为是桑葚，而
且味道偏酸，没什么人买。无奈之
下，他和工人将之做成黑莓酒和黑
莓果酱，放到网上销售，可销量不甚
理想，“倒是我采割的100来公斤黑莓
蜜，颇受青睐，每500克售价200多元
呢”。

三年苦干，前后投了几十万元，
刨去人工等开支，所剩无几。初次创
业遭遇挫折，田侠“压力山大”，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先前我太理想化，
对市场的接受度认识不足，摔了跟
头。”他感慨道，当农创客，根本没有
外人看起来的那般诗意生活，很多
时候身心疲惫，但开弓没有回头箭，
必须坚持下去，熬过眼前的难关。

其间，也有同学为他“惋惜”，有
的还帮忙推荐科技公司，希望他重
返 IT界，但田侠依然执着地耕耘在
莓园里，追寻属于他的田园梦想。今
年，他又包了一大片地，把农场规模
扩大到近 30亩，盖起大棚引入滴灌
系统，并从美国引进 1500余株优质
黑莓苗和红树莓、黄树莓品种。接下
来，果园还要引入水肥一体设施，

“我想利用专业特长，做一个微电脑
控制系统，对果树生长的土壤、水分
等实行自动化监测。”

“到了明年，这些新品种就能结
果，像红树莓一年可采两季，而且果
子味道甜，香味浓郁，市场前景应该
不错。”田侠说，他想打造一个不一
样的莓园，发展采摘游，带动鸣雁、
鹊岙一带农户发展新的莓产业。

田侠：
追寻“莓”好时光的IT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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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坑李家坑：：
小小吊红释放乡村振兴红利小小吊红释放乡村振兴红利

他把慈善他把慈善作为另一半事业作为另一半事业
——记记““浙江好浙江好人人””储吉旺储吉旺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乡村节庆吸人气

吊红节期间，每逢周末，家住山
里筲箕 斗 自 然 村 62 岁 的 李 秋 叶
和 70 岁 的 沈 友 富 一 大 早 会 不 约
而 同 地 挑 着 自 家 刚 采 摘 的 吊
红 ， 走 上 一 公 里 多 路 ， 来 到 李
家 坑 村 中 心 廊 桥 ， 向 游 客 售 卖
新鲜吊红。

筲箕斗自然村里有 40 多户村
民，家家户户种植吊红。“我种了
100 来棵吊红树，大年丰收的话产
量约 5000 公斤，今年小年有二三
千公斤。今年按吊红品质不同，每
公 斤 可 卖 6 元 到 12 元 不 等 的 价
格。”沈友富告诉笔者，村里举行
的吊红节吸引了很多人气，带动了
吊红的销售，让小吊红变成“真金
白银”。

放眼整个李家坑村，全村共种
植1000亩左右吊红，年产量5万多
公斤，如今成为游客追捧的“网
红”。

上周，来自上虞的游客吴雅丽
第一次走进李家坑村，立刻被古村
吸引而“路转粉”。她欣喜地说：

“古色古香的村子，还有红色黄色
的柿子挂在枝头，这里就有我心目
中的乡村美景。”

“这里空气好，风景也好，还
有吊红可以采摘，来一趟值了。”
家住宁波城区的孙晓女士当天和几
位姐妹一起来游李家坑，每人都买
了些吊红。

李家坑村党支部书记李红伟
说，今年气候好，吊红红得早，
品质佳，卖相犹胜以往，吊红采
摘可以持续到月底。“今年吊红节
是第六届，通过农旅结合带动人
流，推动吊红销售，成为村民和
游客非常欢迎的节日。”

古村旅游聚财气

小小吊红为古村聚集了人气，
也带来了财气。李红伟介绍，如今村
里的吊红采摘和零售供不应求。“以
前，村民们要挑着吊红到邻村去卖，
还有许多吊红来不及摘最后烂在山
里。”李红伟说，“现在村里的吊红销
路就没愁过。”

除了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李
家坑还依托吊红节，将村内各个景
点串联成线，每年吸引 10万人次的
游客纷至沓来，让当地村民搭乘了
致富增收的快车，为这个深藏群山
的古村增添了活力。

李家坑 75 岁的村民李志平从
2008 年开始，将自家的院落改造
成“环溪楼农家乐”，10年来，他
眼见着村里环境越来越美、游客越
来越多。“今年国庆长假平均每天
有 10 桌客人，除了国内游客，美
国、日本、伊朗等国外游客也慕名而

来。10年前，我的农家乐每年只有 2
万元收入，现在达到了 10万元。”李
志平说，“李家坑山清水秀，生态资
源独一无二。游客来了，春赏樱花、
夏玩漂流、秋摘吊红、冬观雪景，一
年四季皆精彩。”

而金秋收获时节，除了吊红，李
家坑其他如野生猕猴桃、花旗芋艿、
野蜂蜜、土鸡蛋、笋干、花生、番薯等
各色土特产也搭上节庆“快车”，让
村民享受到农特产品销售的“连锁
红利效应”。

“‘美丽乡村’叠加‘美丽经
济’，不仅承载了李家坑的乡愁，
更让村民增收、乡村振兴不是一句
空话。”李红伟表示。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蒋攀

近日，“浙江好人榜”10 月名单
揭晓，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名誉
董事长储吉旺榜上有名。这是对他
一生行善的最佳褒奖。

年逾七旬的储吉旺是第一代民
营企业家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他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把一
家油毛毡工棚发展成为年产值近10
亿元的搬运车制造企业。

储吉旺还是一位富有爱心的慈
善家，他热心公益，回报社会，将慈

善作为另一半事业。
见到一家山区学校设施简陋，

他省下举办新厂房落成仪式的30万
元，捐给该学校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为解决家乡群众“看病难”，他向宁
海县第一医院捐资 30 万元，设立如
意医学奖基金会。国内哪里发生了
重大自然灾害，他第一时间捐款
……自 2003 年捐款 100 万元设立

“吉旺慈善帮困基金”以来，储吉旺
已累计向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超过
1.3亿元。

储吉旺很少向别人提起自己行
善献爱心的事情，但一次在国外的

经历，改变了他对慈善事业的想法。
2005 年，储吉旺到西班牙参加一个
中欧经贸论坛，一位外商说，中国商
人有了钱不愿意拿出来做慈善。储
吉旺听了后，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
并不是中国企业家不愿意做善事，
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隐名行
善，做了慈善很少高调宣传。

“我的话，获得了大家的掌声。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其实慈善行
为，有必要说出来。比如捐钱给慈善
总会、红十字会、教育基金会等公益
机构，这是在向社会宣告，我们企业
家是有爱心的，值得说出来。”他说。

储吉旺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为
困难家庭、困难学生、困难患者等捐
钱，不对任何人说，悄悄做。他说，捐
钱给困难学生，一旦让他的同学、老
师知道了，这位学生可能在学校连
一份好菜也不敢买了；而患者知道
了，可能会有心理压力，影响身体恢
复。储吉旺就是这样处处为别人着
想。

这两年，储吉旺逐渐把公司交
给儿子打理。让他欣慰的是，儿子不
仅管好了企业，也传承了他的慈善
事业。“我之前设立的慈善基金，他
在坚持捐钱。同时还新增了一些慈
善爱心项目。”储吉旺说，爱心和行
善，成了他们家的家风，也成了公司
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意公司”每年会安排专项资
金补助困难务工人员。有一名员工
入职不到一个月生了病，还没来得
及办理社保，公司解决了他所有的

医疗费用。逢年过节，对于没有回家
过节的员工，储吉旺也常上门送上
慰问品和祝福，让他们感受到身在
他乡的温暖。

储 吉 旺 的 善 行 ，感 染 了 公 司
1000多位员工。“慈善是会相互传染
的，虽然我们无法像董事长一样捐
那么多钱，但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如意
公司”一位员工说。公司有位员工家
里不幸发生火灾，200多位工友为他
捐了 10多万元。去年 8月，一位员工
因意外过世，留下一对年幼的子女，
车间工友们第一时间自发捐了两万
多元。

“我经常和员工说，慈善是每个
人应该做的事，如果有能力有条件，
要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在储吉旺的
鼓励下，公司内互帮互助、热心公益
蔚然成风，涌现出不少“公益达人”。

付出自有回报。全国慈善最高
奖——中华慈善奖、全国慈善会爱
心企业家、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
……储吉旺收获了一系列沉甸甸的
荣誉。企业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面对荣
誉，储吉旺显得很平静。他说，希
望自己的慈善观念能深入人心，让
更多人参与慈善活动。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董小滋

鱼丸色如白玉，鲜嫩美味，是宁
波人餐桌上的“常客”，做起来颇费
功夫。象山石浦的翁春玲就是一名
做鱼丸好手，她的“飞喜婆”鱼丸近
日被列为中国渔业协会渔文化分会
推荐产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翁春玲原本是一名全职妈妈，做
美食一直是她的爱好。“我不放心市
场上买来的鱼丸，淀粉味太重，还担
心有添加剂，所以自己动手制作。”起
初，翁春玲只是做给家人和朋友吃，
后来口口相传，找她买鱼丸的人越来
越多。于是，翁春玲决心投入“鱼丸事
业”，并自创了“飞喜婆”品牌。

翁春玲做鱼丸，优选新鲜马鲛
鱼，“马鲛鱼没有草腥味，肉多刺少
味鲜美。”只见她用刀将最嫩的鱼背
肉片下来，再用铁勺娴熟地将鱼肉
从鱼皮上刮下，绞成鱼泥后加入水、
生姜汁、蛋清，开始搅拌。“手工鱼丸
好不好吃，全看手上功夫。”翁春玲
说，搅拌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最为
费时费力，是手工鱼丸达到制胜口
感的关键所在。

鱼肉搅拌至凝胶状的鱼糜后，
便进入挤鱼丸环节。翁春玲抓一把
鱼糜，从虎口往外挤出一个个圆球，
用勺子一刮后放进冷水锅里。只见鱼
丸浮在水面上，莹白圆润，煞是可爱。

“浮起来，就说明鱼丸初步制作

成功。”翁春玲打趣说，做鱼丸就像
伺候公主般，需要仔细耐心，搅拌够
不够、浸泡时间足不足、煮时火候把
握程度、加水加盐多少等等，一个步
骤不到位，最后出来的口感会大打
折扣。“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我就倒
掉重做。”她告诉笔者。

经冷水浸泡后，鱼丸用小火慢慢
煮熟后便可以吃了。笔者尝了一个，入
口滑嫩，未咬破时有微微的弹性，咬破
之后不用咀嚼，便能感觉到松嫩鲜香
的鱼肉在口中化开，味道鲜美无比。

除了煮着吃外，鱼丸还能炒菜、
下面、入汤、涮火锅……每到年底，
翁春玲的订单就会多起来。为了保
证新鲜度，她都是接到订单后现做，

“建议顾客收货后尽快品尝，冷藏最
多只能 3 天，否则口感会下降。”除
了鱼丸，翁春玲的“飞喜婆”系列还
有鱼糍面、鱼饺、包心丸等七八个品
种，均十分受欢迎，最远卖到了内蒙
古、广东等地。

“我会坚持做纯手工鱼丸，既不
负自己对美食的热爱，又是对地方
传统手艺的一种坚持和传承。”翁春
玲制作的每一颗鱼丸，浸润着浓浓
的“宁波味道”。

手工鱼丸：
每一口都是“宁波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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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春玲正在
做鱼丸。

（ 沈 孙 晖
董小滋 摄）

2016年 10月 21日，储吉旺再次向母校“西林”文学基金捐
赠100万元。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金秋十月，吊红挂满枝头，有600多年种植历史的海曙区章水

镇李家坑村迎来了“一山一柿”吊红节，“柿”王争霸赛、“醉”

美女人旗袍秀、“长寿农家菜”品评、“百善孝为先、家风传万

代”李家坑学塾成立150周年庆典、美“柿”美刻美食汇、农副

产品展“柿”会、“柿”外桃源金秋采风大赛等一系列活动先后举

行，持续一个月的吊红节，让平均海拔550米、地处大山深处的李

家坑聚集了人气，释放乡村振兴红利惠及广大村民。

李家坑村民在售卖吊红。

李家坑吊红李家坑吊红。。（（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