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刘未川

近些年，西街村充分调动村
民积极性，探索出“清洁卫生共
同干、公共事务共同帮、长效机
制共同建”的“洁净家园”建设
模式，去年被评为宁波市“最洁
美村庄”。“村庄变干净了，我们
要向着更美丽、更和谐、更幸福
的村庄迈进。”西街村党总支书记
孙建权说，“村庄到了上台阶的关
键时期，更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大家齐努力，打造宜居美
丽富裕的新农村。”

今年，西街提出打造“美丽
村庄”升级版：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塑造美丽西街精品线，发展
美丽经济，挖掘经济发展增长点。

年初，生活垃圾分类在老屋
自然村开始试点时，村民出现抵
触情绪。陈桂灿、谢才兴等老党

员主动揽活，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垃圾分类的好处。“党员带头做，
村民跟上来。”陈桂灿说，他们每
天把分好类的垃圾送到回收点。
在党员的示范效应下，村民逐渐
转变观念。垃圾分类在老屋试点
成功，并在其他自然村全面推开。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事
事争先。去年，余姚大道互通立
交工程进入关键期，部分“安土
重迁”的村民疑虑重重，拆迁工
作举步维艰。“面对僵局，涉及拆
迁的党员带头签约。”孙建权说。
他还带着党员走村入户做工作，
苦口婆心解释政策。“只要政策规
定的，我们一定执行。到时候要
是拿不到房票补贴，我自己出钱
补给你!”然而，面对孙建权的

“豪言壮语”，村民转身走人，只
留给他一个背影。时间久了，孙
建权有了“回头书记”的外号。
孙建权和党员们并不气馁，反复
上 门 做 工 作 ， 终 于 获 得 村 民 理

解。去年年底，西街村的拆迁工
作顺利收尾，并交出“零上访”
的成绩单。

西街村人口集中，但幼儿园
配 置 不 足 ， 给 村 民 带 来 诸 多 不
便。经多方论证，阳明街道提出
了将西街村村委会老楼改建为阳
明街道第三幼儿园的设想,这是省
首家在村级设点的公办幼儿园。
此举得到了西街村的大力支持，
为保证幼儿园如期开学，今年 4
月，村党总支和村民委员会将办
公楼提前让出来，工作人员搬到
一个简陋的地方临时办公。经过5
个 月 时 间 的 改 造 ， 一 座 外 表 靓
丽、设施齐全、布置温馨的高标
准幼儿园如期建成。该园总用地
面积 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0
平方米，办园预期规划9个班。目
前第一期 6 个班已于今年 11 月开
园运营。阳明街道第三幼儿园园
长滕云说：“上级部门和街道、村
里的支持，为我们办好教育提供

了有力 保 障 ， 我 们 将 不 断 创 新
教 育 载 体 ， 打 造 三 幼 特 色 ， 用
心 用 情 提 高 办 学 质 量 ， 切 实 为
孩 子 们 提 供 一 个 快 乐 成 长 的 新
天地。”

“这些年，我们建起了‘知行
合一’党史馆、农家小院党建阵
地、党员志愿服务站等让党员发
挥作用的阵地和载体，党员敢于
争 先 、 自 觉 奉 献 ， 让 村 庄 更 和
谐。”村委会主任邵守浩介绍。在
党员志愿服务站，每年的学雷锋
日、中秋节、重阳节等节假日，
党员戴上小红帽、穿上红背心，
各尽所能服务群众。老党员鲍怀
良年轻时当过理发匠，退伍老兵
陈金灿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刘春
安 、 严 双 群 在 学 校 时 是 文 艺 骨
干，他们义务为大家理发掏耳、
测量血压、表演节目。年轻党员
操作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是一
把好手，为留守农村的“空巢老
人”联通视频，让他们与在外地
打拼的儿女隔空对话、共叙天伦。

今年，西街村的观光农业示
范区、党建文化公园、村落文化
宫、人大法治文化公园等工程相
继完工。“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
保障。在党建争强的基础上，我
们 村 将 围 绕 田 园 风 采 、 老 街 风
情、沿江水乡等开展工作，进一
步增强发展美丽经济的新动能，
力争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上实
现新突破。”孙建权说。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余聪波 葛雯莹

戴着老花镜，拿着喷火枪，对
着一块银疙瘩直喷，然后在金属器
具叮叮当当的打磨声中，白银逐渐
变成精美的饰品……日前，家住慈
溪市坎墩街道的打金匠胡全岳刚吃
完早饭，便一头扎进工作间开始忙
活起来，“有客户订购新房上梁用的

‘银器三件套’，我得抓紧时间赶
工，按时交货。”

金银器是坎墩百姓钟爱的消费
品之一。在当地，许多人家遇到建
房、结婚、生子等喜事，会去打金
店请师傅打上一套漂亮的金银器。

“在机械化生产和连锁品牌的冲击
下，虽然传统打金店生意没有以前
那么兴旺，但是手工打制的金银器
在民间还是拥有一定市场。”自从
1994年在坎墩老街开店以来，65岁
的胡全岳一直坚守着手工打金打银
这门老手艺。

胡全岳的打金店虽然面积不
大，但是在坎墩老街名气不小。如
果在老街要找这家店，会有不少热
心居民帮忙指路。打金店的工具台
上，板锤、镊子、锉刀、夹子、拉
线板、抛光机……工具大小细分、
排列有序。“这是熔金银的喷火枪，
那个箱子里的是电子秤。”胡全岳解
释说，在电子秤外套上箱子是为了
防止有风吹动，影响称金银的精准
度。

胡全岳从事金银器加工有 40多
年。“父亲以前在上海老凤祥做打金
师傅，我从小就跟着他学习，我儿
子也从 22岁开始学习。目前，这门
老手艺已经传了三代。”胡全岳说，
1994 年，他瞄准加工金银饰品的商
机，在坎墩老街开了这家店。

慈溪人结婚时喜欢定制“三金

四银”，即金项链、金耳环、金戒
指，银碗、银筷子、银簪子、银手
镯。“顾客就金银器的款式、大小与
我交流，我会为他们量身定制相关
饰品器物。”胡全岳说，1994 年至
1997 年是生意最红火的时期，“下
半年是旺季，每天早上六七点开
门，晚上八九点才能收工。”

手工打金打银是一门精细活
儿，从下料、锻打、成型、焊接到
最后的研磨，有 10多道工序。首先
要熔金，然后锤坯、拉丝。“黄金过
火之后会变软，更易于焊接。过火
时，要把握好火候，火烧不够，切
口连接不上；火烧过头，黄金容易
断掉。”胡全岳说，制作一根质量上
乘的金项链，起码要耗费五个小时。

除了项链、手镯、戒指等常见
金银饰品外，胡全岳还会加工制作
长命锁、银项圈这样的老式银器。

“这些银器许多年轻人没见过，现在
会做的师傅也不多了。”胡全岳拿出
他 刚 做 好 的 “ 上 梁 银 器 三 件 套 ”
说，银梯子、银笋、银钉，分别寓
意“步步高升”“破土而出”“人丁
兴旺”。“生意好时，像这种老式银
器，店里一个月能卖出去60套。”

几十年来，胡全岳培养了不少
徒弟，但是现在从事这一行的寥寥
无几。“一名优秀的打金匠除了要有
一定的天赋和技术，还得诚实守
信，耐得住寂寞。”他希望有年轻人
来学习手工打金打银，“就像‘上梁
银器三件套’中银梯子所含寓意，
希望这门老手艺能在未来焕发新活
力，实现‘步步高升’！”

打金匠胡全岳打金匠胡全岳：：
精雕细琢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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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村庄”提升、民生实事提速和文明创建升级
齐头并进——

乡村振兴中的西街故事

孙丹蓉：
打造从田园到
餐桌的生态链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朱 斌

“这里有约 200 亩土地，目前
种着100多亩猕猴桃、水蜜桃和桑
葚等水果，大棚蔬菜 20 余亩，生
态水稻 40 余亩，还运用微生物发
酵技术养殖着 50 余头猪，少量
鸡、鸭、羊等，是国家农业农村
部确认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白
鹭源生态农场主人孙丹蓉如数家
珍地介绍，农场不用除草剂，不
使用化学农药、化肥，打造一个
绿色生态农场，形成从田间到餐
桌的服务链。

37 岁的孙丹蓉从浙江工商大
学食品质量安全专业毕业后，原
本 从 事 食 品 行 业 进 出 口 贸 易 工
作，投身这个农场源于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因为大学所学专业的
关系，自己对生态农业非常感兴
趣 ， 也 看 好 有 机 食 品 的 发 展 前

景，内心深处一直有打造一个生
态农场的想法。”孙丹蓉说，2012
年 12 月，在考察了宁海、安吉等
地后，在海曙城区长大的她毅然
辞职，选择了离市中心 25 公里的
横街镇大雷村创业，当起了一名
农民。

“大雷村是著名的‘竹乡’，
紧邻浙东大竹海，离城区近。这
里环境得天独厚，空气好，水源
土壤没有被污染，交通和物流配
送方便。”孙丹蓉分析。

创业的道路充满艰辛。第一
步是开荒、修建基础设施。那段
日子，孙丹蓉和雇工一道，每天
起早摸黑，除草、平地、修路、
搭棚、接水管……花了整整三个
月，硬是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
的荒地上，拓展出平整的白鹭源
生态农场雏形。

2013 年五六月间，第一批有
机蔬菜和西瓜等上市后，孙丹蓉

推出家庭配送模式，通过微博进
行营销，赢得了第一批客户。后
来 ， 随 着 农 场 内 种 植 区 、 养 殖
区、水果采摘区、拓展区等渐成
规模，孙丹蓉的营销方式也从微
博升级到微信，如今拥有五六千
名稳定客户，而且还与“M6生鲜
超市”合作，形成了有机农产品
线上线下的配送模式。

随着部分客户对农产品“追
根溯源”、带着孩子体验田园生活
的需求不断增加，2014 年，孙丹
蓉又和一些亲子机构合作，推出
了农事体验与农家乐的亲子游项
目。“其中，海曙海光幼儿园的孩
子们每个月会到农场来，体验种
土豆、挖野菜、拔草、捡鸡蛋、
喂 猪 、 收 稻 谷 等 不 同 的 农 事 活
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们感
到特别快乐。”

孙丹蓉还不满足于将绿色产
品 送 上 市 民 餐 桌 ， 2017 年 初 ，

她 在 鄞 州 区 东 岸 里 开 出 了 第 一
家“白鹭源生态餐厅”，随后，
在 宁 波 影 都 、 月 湖 盛 园 的 两 家
生 态 餐 厅 也 开 张 ， 真 正 实 现 了
生态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飞
跃”。

孙丹蓉坦言，农业生产经营
投入大、产出慢，6年来她在农场
投入了400多万元，而且还在不断
优 化 布 局 、 完 善 设 施 、 提 升 产
品，“不过看着自己当初的理想一
步步变成实现，心里非常有成就
感，更开心的是，农场提供的安
全绿色的农产品得到大家信赖，
坚定了自己打造绿色生态农场服
务链的步伐。”

记 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王 涛

近日，在江北区孔浦街道里夏新
村，“拾金不昧”“乐于助人”这些标签
让环卫工魏丙云成了社区的“红人”。
而在乐呵呵的魏丙云看来，他只是做
了一些他应该做的小事。

原来，几天前，老魏像往常一样，
穿行在里夏小区各栋楼间做保洁工
作。清扫到 3 号楼下时，老魏捡到了
一只钱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少
量现金和 10 多张银行卡及各类证
件。

“这么多银行卡和证件丢了，失
主一定很着急。”当时，老魏就想着
要尽快找到失主。于是，他顾不上
吃中饭，就开始在小区里四处询问。

钱包的主人褚开珍发现自己丢
了钱包后也非常着急。“我中午要带
孩子出门看医生，发现钱包丢了。”
褚开珍说，当时医保卡和银行卡全
丢了，孩子看病也看不了，急得团
团转。

老魏在找失主，褚开珍在找钱
包。找了一下午，两个人也没碰上
面。无功而返的老魏也只好先把钱
包带回家保管。“当天晚上我还在
想，要是明早还找不到失主，我就
把钱包送到社区去。”老魏说。

说来也巧。褚开珍第二天早上
出门上班时，楼下邻居问她是不是丢

了一个钱包。原来，老魏早上又在社
区里询问。两个人一见面，细节一对
照，老魏捡到的钱包就是褚开珍丢失
的。“当时，钱包还放在老魏家里，为
了不耽误我上班，老魏中午还特地帮
我送到了单位，真的感谢老魏！”褚开
珍非常高兴，还特意送上了米、油和
牛奶感谢老魏。

老魏拾金不昧主动寻找失主的
事迹在社区传开后，大家纷纷聊起了
自己和老魏的故事。聊起来才发现，
老魏的暖心故事真不少。平常搬个重
物，给老人家取个东西，这些令居民
烦心的事，只要有老魏在大家都不担
心。“一叫他准来，居民们有什么事，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老魏，他真的非常
热心。”这是社工戚魏对老魏的评价。

居民王大爷说起老魏，一直夸赞
他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今年 80 多岁
的王大爷，因为行动不便，家里的门
窗已经 20 多年没有擦洗了，有一次
老魏上门看见后，二话不说就帮王大
爷把门窗擦洗干净了。

“这些都是小事，我做做也是应
该的。”老魏说，小区里住的老人多，
他只是尽力去帮帮大家，居民也一直
对他非常照顾。

环卫工魏丙云环卫工魏丙云：：

爱做小事的社区爱做小事的社区““热心肠热心肠””

初冬阳光下，地里玉米伸展着绿油油的枝叶，大棚
内秋葵、花菜、香菜等蔬菜生机勃勃，金灿灿的麦穗

“笑”弯了腰，鸡、鸭在欢快觅食……在海曙区横街镇大
雷村一个被竹海包围的山岙中，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里就是白鹭源生态农场。

初冬，长泠江畔芦花飞扬，静谧而诗意；刚开通的慈余高速公路上，一辆辆
汽车呼啸而过。处在“一静一动”之间的余姚阳明街道西街村，以“党建引领”
实施“美丽村庄”提升、民生实事提速和文明创建升级，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蹄
疾步稳。

由西街村村委会老楼改建的
阳明街道第三幼儿园。

党员志愿者检查垃圾分类情况。（何峰 摄）

▲胡全岳在制作饰品。（陈章升 摄）

▶胡全岳加工制作的长命锁。

孙丹蓉在生态农场采摘蔬菜。（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