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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孝之村底蕴深

在悬慈村，“孝子张无择”的
故事家喻户晓——北宋末年，金
兵入侵中原，孝子张无择为逃避
金兵，背着母亲逃难于此，将慈
母悬挂于一口井中，逃过一劫，
而张无择却为引走金兵杳无音信。

这也是悬慈村名字的来历。
如今慈孝文化在悬慈村深深扎下
了 根 ， 村 内 的 悬 慈 庙 、 悬 慈 老
街、悬慈桥，让慈孝文化生生不
息。

“悬慈老街是鄞江除鄞江老街
外唯一称街的地方，老街上曾经
有打铁、箍桶、弹棉花等铺子，
也有水作豆腐店、米店、张小泉
剪刀店等，繁华一时，‘悬慈’
的谐音也作‘县市’，足见悬慈
村的历史和经济地位。”陶志红
说 ， 老 街 至 今 保 留 着 陈 家 、 胡
家、葛家、前德房、前夏房等民
居和润生酒坊、葛元泰米店等旧
址，忠实地记录着悬慈村昔日的
荣光。

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 （1023
年——1032 年） 的悬慈桥也是村
内一大景观。位于村北的悬慈桥
为 1916 年重修，柏木大梁、承托
石梁，让长约 18 米的木廊桥结实
别致，独自岿立。2013 年悬慈桥
整体重建，古桥重焕生机。

从悬慈桥往南约 10 分钟，鲍
家墈自然村便映入眼帘。村口大
晒场上，金色稻谷铺展在地，有
村民在晾晒“非遗”长面。走进

村子，清澈溪坑绕村而过，白鹭
飞、绿藤蔓、青砖房、木门窗、
马头墙，古色古香。“清代浙东学
派代表人物全祖望在 《高尚宅钓
台记》 中，提及村内有唐代大诗
人贺知章归隐的高尚宅，附近有
贺公钓台，可惜均毁于采石，不

过遗址已被列入区级文保点。”陶
志红介绍，鲍家墈是鄞江古镇内
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整的一个古
村落，凸显着浓郁的文化底蕴。

古村新貌留乡愁

如今，在悬慈村 6.6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居住着 1100 多户、2800
多位村民，其中 60 岁以上的村民
有800多位。面对村民老龄化严重
的现状，早在 2012 年悬慈村就成
立全镇首个居家养老中心，让慈
孝文化传统传承依旧。

“村里的志愿服务队定期免费
为老人理发、修脚，还经常上门
义务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周到
的服务连一些老人的子女自叹弗
如。”陶志红说。

2014 年 9 月，悬慈村文化礼
堂 落 成 ， 村 老 年 大 学 也 应 运 而
生，老人的生活更加其乐融融。

“每周二市老年大学教越剧的老师
会来上课，2018 年村文化礼堂还
跟海曙区戏曲家协会结对，甬剧
专业老师每周四会来授课，村里
的文化氛围更浓了。”村民沈华英
开心地说。

2018 年，古老的悬慈村加快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步伐。“投入
100多万元重新铺设大晒场的下水
道，新建分流水道，消除了大雨
天积水严重现象；投入400多万元
进行环境整治，将村居外立面刷
成白色，绘上山水墙绘；投入 30
万 元 将 村 内 断 头 路 修 建 成 漫 步
道；悬慈老街修复规划已完成，
鲍家墈古村也将修旧如旧。”陶志
红说，一系列的惠民工程将把悬
慈村打造成为宜居宜游的江南古
村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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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仙：
巧打生态牌反哺山乡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菜油能卖出橄榄油的价格，这
件看似不可能的事，却让王国仙做
到了。“我们将普通的菜油经过脱
色等工艺进行提纯，使之颜色清
亮，且高温下不会冒烟，连年轻人
都喜欢。”她说，这种礼盒装的新
型脱色菜油，售价每公斤 120 元，
很受消费者欢迎。

“70 后”的王国仙是宁波“元
一”煲仔饭连锁餐饮的创办人。这

位从奉化大堰山乡走出来、闯荡商
海 20 余年的女企业家，内心里却
有着深厚的土地情结。2015 年她
回到家乡，在沙柯村承包了 300多
亩地，办起了“谷籼农业”农业基
地，种植水蜜桃、樱桃、水稻、油
菜等。

王国仙说，这次返乡务农，是
实现过世父亲对她“回报乡里”的
嘱托，“大堰层层梯田，数百年的
耕作，出产的农产品品质很好，但
知名度不高，市场打不开。我想通
过产业融合，用生态概念提升产品

附加值，带动乡亲们致富。”
王国仙引入了“从地头到餐

桌”的新理念，实施产供销一条
龙。她招募当地农民，分区块精
细化种植水稻、果蔬。农场特意
选择传统的稻种，尽管亩产只有
500 多公斤，比平原地区少三四
成，但能保留高山米的原味。这
些 稻 米 ， 她 不 仅 用 于 自 己 的 餐
馆，还在宁波餐饮圈大力推荐。
久而久之，认可大堰稻米的消费
者越来越多。“我们联系了加工
厂，后期进行优选、精加工，推
出新的大堰高山养生米。”王国仙
告诉笔者，现在农场几乎包销了
大堰几个村出产的稻米，礼盒装
的 高 山 养 生 米 能 卖 到 30 元 每 公
斤，普通的也卖 16 元一公斤，还
供不应求。

王国仙说，长久以来，山区农
民守着一亩三分地，辛劳一年也赚
不了几个钱，太苦了，“其实，原
生态是稀缺资源，也是大堰农业最
好的招牌，利用好了，生态价值就
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在她的农场
里 ， 光 番 薯 就 有 12 个 品 种 ， 颜
色、口感各异。其中一款“蛋黄番
薯”已成为网红产品，售价每公斤
近 20 元，一年卖了数万公斤。大
堰也是我市水蜜桃的重要产地，因
为山区偏远，上市比平原地区晚半
个月，以前销路一直没打开。2016

年 7 月，王国仙自掏腰包 20 多万
元，举办大堰首届水蜜桃节，大获
成功。办节带来的“人潮效应”，
将农户的水蜜桃一扫而空。

王国仙是个热心人，空闲的时
候，喜欢在各村溜达，发现有困难
的农户，主动去帮一把。2018年 4
月，大堰不少村民因为春笋销路而
犯愁。她得知后，立马联系了浙大
校友企业家宁波 （舟山） 同学会，
开展义卖活动，几天内就将滞销的
3000 箱油焖笋销售一空，还连带
着帮村民卖掉了 2500 多公斤咸菜
笋尖。

前不久，王国仙在宁波民安路
上开设了“大堰有礼”商店，销售
大堰出产的特色农产品。之前，她
尝试从各村收购高山土猪肉、番薯
粉丝、咸菜等，统一打上“大堰有
礼”品牌，利用电商平台销往全
国，市场反响不错。王国仙说，大
堰人好客，客人来了，把最好的东
西拿出来招待，“我想把乡亲们的
农产品整合起来，通过品牌运作，
把大堰的好产品推广到各地，带动
更多村民致富。”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戎志虎 张朝峰

阳春三月，茶树枝头泛出新绿。
紫藤花架下，茶农们将采来的茶叶倒
在一张张大竹匾上晾晒，脸上充满了
丰收的喜悦……这是女画家朱碧云
在《谁道茶香不醉人》中描绘的慈溪
乡村美景。该画色彩明快、构图饱满，
于2017年4月入选由中国文联、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精神中
国梦”中国农民画创作展。

43 岁的朱碧云是慈溪横河实验
小学的老师，也是慈溪农民画创作队
伍中最年轻的一员。近年来，她创作
的农民画多次在文化部、中国文联、
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书画比赛中
获奖，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浙江美术
馆等展馆收藏，还“走”出国门参加文
化交流，获得许多外国友人点赞。

朱碧云的阿姨孙彩凤是慈溪第
一批农民画画家。受她影响，朱碧云
从小就喜欢农民画。“小时候，我每年
暑假都要去阿姨家玩，经常看到她在
家里画画。”朱碧云告诉笔者，在孙彩
凤的悉心教导下，她在小学三年级画
出了人生中第一幅农民画。当时，这
幅画不仅得了奖，还在镇政府宣传窗
展出。“学生时代，我经常参加学校组
织的绘画比赛，专门学习了水彩画、
素描、中国画等。2005 年，在阿姨的
鼓励下，我开始正式创作农民画，至
今作品有近70幅。”

农民画是一门中国民间乡土艺
术，其风格鲜明、题材生动，历时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老屋、果园、稻田、蓝
天、白云、清泉……这是朱碧云描绘的
慈溪乡村美景，场景涉及农民劳作、民
俗风情等。“农民画反映了农村、农民的
日常生活，它承载了农民的梦想，是农
民的精神家园。”朱碧云说，画农民画要
构好图，色彩搭配、勾线要细腻。平时，
创作者要多观察生活、多钻研。

朱碧云是土生土长的横河人，她
创作的许多农民画与杨梅有关，还在
画作中融入生活元素，展现了三北大
地的人文风貌。“这幅《幸福一家人》描
绘的是丈夫傍晚卖完杨梅回家，妻子
做好饭带着孩子在门口迎接的场景；
那幅《过新年做新衣》描绘的是几户人
家叫来裁缝师傅做新衣服，孩子们见
状欢快地蹦蹦跳跳……”朱碧云说，
她是农民的女儿，对农家生活有着深
厚感情，希望用画笔展现乡村之美。

近年来，朱碧云还将农民画引入
课堂，先后在横河实验小学开设了农
民画兴趣小组、农民画社团等，在学
生中积极推广农民画。2017 年，以她
的名字命名的碧云农民画工作室在
横河镇成立。“现在，我考虑最多的是
如何通过展览培训交流等活动，让更
多人了解并喜欢上农民画，传承好农
民画这块艺术瑰宝，为慈溪培养更多
农民画创作人才。”朱碧云说。

“开发农民画文创产品是我的一
个梦想。”朱碧云说，2018年，她创作
的一批农民画被印在了书签、马克
杯、抱枕、丝巾等日常用品上，受到许
多年轻人的喜爱。最近，她正尝试将
农民画与布艺、麦秆画等民间艺术相
结合，进一步展现慈溪乡村之美。

朱碧云：
美丽乡村入画来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周永卫 王际明

出生于 1974 年的胡会军，是宁
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焊工。
凭着一身过硬的焊接技术，他被评为

“江北工匠”，并获得了“技术能手”
“宁波市优秀青年工人”等荣誉称号。

2002 年，胡会军来到宁波柯力
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焊
工。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要领，刚进厂
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头扎在车间，
悉心学习焊接技术。

焊工是个苦累活，焊接作业时，
工 件 预 热 温 度 始 终 保 持 超 过
300℃，汗水经常湿透衣裤。可苦归
苦，胡会军还是爱上了这份工作。

“做好焊工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勤学
苦练，举焊枪的胳膊酸胀到没有知
觉，才可能练到位。”提起当年的苦
练情景，胡会军现在记忆犹新，“遇
到有不太懂、难以理解的地方，就老
琢磨着。白天没解决，晚上睡觉也会
想着。”胡会军说。正是对工作的认真
劲儿，在进公司不久，他的焊接技术
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后来，公司提出高端产品要走绿
色环保之路，激光焊接转为 TIG 焊
接。在应用试制时发现，运用TIG工艺
焊接小体积产品时，在焊接件高温情
况下很难控制产品温度，因为高温易
导致产品外观变形、影响产品性能，这
成了TIG焊接工艺推广的拦路虎。

胡会军自告奋勇承担了焊接工
艺试制，在经历数十次失败和无数次
验证后，最终获得了准确的焊接工艺
参数，攻克了技术难关，也为同岗位
其他工人的后续生产总结出一套完
备的焊接技巧关键要点。

凭借精湛的焊接技术，胡会军屡
屡攻克难度系数很大的产品焊接工
艺，数次解决焊接技术瓶颈问题，并

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焊接技术。2010
年前后，他的技术被公司命名为“胡
会军焊接手法”加以推广应用。

然而，胡会军并没有停止技术提
升的步伐。2013 年，他利用业余时间
到宁波技师学院学习焊接课程，先后
考取中级工、高级工证书，通过一步
步考级，他最终拿到了国家焊工二级
证书。

拥有一身技能的他，还积极做好
“传帮带”工作，带了 20多名徒弟。如
今，徒弟们活跃在“柯力”的高端生产
线上，高质量的产品经常赢得客户的
赞誉。“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
技术能手，我很骄傲。”胡会军说。

胡会军：
“焊”就过硬本领

鄞江悬慈村鄞江悬慈村：：
山水古韵辉映文明村风山水古韵辉映文明村风

图为胡会军在车间里。
（徐欣 摄）

图为朱碧云正在创作农民画。（陈章升 宣惠丽 摄）

▶农民画文创产品。（陈章升 摄）

秋收季节，王国仙（中）在推介高山稻米。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悬慈桥。（陈朝霞 摄）

鲍家墈村一角鲍家墈村一角。。（（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近日，在海曙区公布的“山水古韵”文明示范线中，位
于鄞江南岸的悬慈村榜上有名。

“我们村有千年历史，由鲍家墈、悬慈、王家潭、下江宕
四个自然村组成。”悬慈村党支部书记陶志红深感自豪地
介绍，悬慈村以礼孝立村，这里有常年温度19摄氏度的国
家一级饮用水源澄浪潭、有市历史文化名村鲍家墈自然
村、有浙东罕见的伸臂式木梁廊桥悬慈桥，还有自称“四明
狂客”的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晚年归隐遗址、有历史悠久
的悬慈老街，“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景观独特，构成了悬慈
村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