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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又到了象山丹东红娘团
每周见面日。走进丹东街道文峰社区二
楼的红娘团工作室，大龄青年或父母亲
友济济一堂，期盼之情溢于言表。70岁

“团长”郑晓德和手下“红娘”们忙着在
展板前为客人介绍征婚对象信息。“牵
线姻缘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做只辛勤的
小蜜蜂，义务为有需要的市民酿造甜蜜
梦。”他笑着说。

郑晓德是墙头镇退休干部。10 年
前，他了解到社会上大龄青年对象难
找，决心发挥余热，办起了义务婚介服
务社，并自掏腰包在步行街租房。后在
街道部门支持下，义务婚介社在文峰社
区有了“根据地”。

义务牵线不图报酬，付出的却是汗
水和心血。茅洋乡村民石某年过而立，
尚单身。老郑登门考察时，见对方家有
两间平台屋，饲养了鸡鸭，粪污遍地难
以立足。但他觉得石某家贫志坚、勤劳
厚道，于是介绍了墙头亭溪的针织女工
林某。见面时，老郑将男方实情和盘托
出，让姑娘慎重考虑。林某入村探访后，
下定决心：还是人品最重要。老郑更是
鼓励石某克服困难，自我创业。后来，两
人步入婚姻殿堂，勤劳致富。

在办义务婚介社的同时，老郑几年
前被聘到天安集团负责党务工作，公司大
龄青年婚姻问题成了他关注的重点之一。
走出去陪同见面、相亲联谊，请进来搞文
艺联欢、体育比赛……老郑积极为单身青
年提供相识相爱平台，有5对修成正果。

婚介市场鱼龙混杂，虽是义务“月
老”，但老郑坚守一条“硬规矩”：现场见

面，登门调查。“客人登记前先看身份
证、户口簿，有房有车要示证。上门调查
时与家长、本人深谈交心，了解真实意
图，我甚至到杭州、上海、天津等地核实
客人信息。”他告诉笔者，曾经有位“钻石
王老五”开着轿车来，自称办公司，城里
有套房，但索要证件、要求看房时，对方
百般推脱，后来干脆关机了。

这些年，不断有热衷公益的退休老
人加入老郑麾下，他也从“光杆司令”变
成了 10 人“军团”，义务婚介社成为丹
东红娘团。平时，团员们分头行动，联系
客人；周日集中接待、汇总交流，国庆、
春节最为忙碌。

当地某部队大龄军官对象难找，政
治处领导也颇发愁。老郑的红娘团获悉
后，发动挑选百名男女青年，举行首届军
民相亲专场；与县妇联、街道总工会合
作，邀请20多位军官参加联谊会；带几十
名女青年赴军营参观、相亲……目前，该
部队有 32位大龄军人在红娘团登记存
档，有3对已喜结连理。部队为此送来一
面锦旗——“军营红娘，鱼水情深”。

累计登记 2318 人，是县内登记人
数最多的婚介机构；领证结婚 112 对，
成功率居全县前列……丹东红娘团在
半岛声名远播，引来许多单位合作设
点，如驻地部队的鹊桥相会、县妇联的
义务红娘团、丹东街道总工会月老志愿
队等。郑晓德也两度入选宁波市十佳红
娘，并获评最美象山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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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德：
古稀“月老”十载义务牵线

潘 垒：
80后博士磨砺七彩人生

叶法林：
打造四季瓜果飘香的家庭农场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孙彬 徐丹妮

五姓村位于慈溪市桥头镇，
地处上林湖和鸣鹤古镇之间，自
然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近年
来，该村通过美丽乡村示范村培
育、老旧区块梳理式改造、生活污
水村域全治理等，打出了美丽乡
村建设“组合拳”，让这座百年古
村焕发了新活力。“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提升了
村民们的生活质量。”村民委员会
主任潘政道自豪地说，近年来，该
村获得了“浙江省卫生村”“浙江

省森林村庄”“宁波市全面小康
村”等10多个荣誉称号。

毛家大屋始建于明朝万历年
间，是当地“99 间走马楼”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5 年，该村出资购
入这座老屋并对其进行保护性修
复。经过数年修缮，毛家大屋已

“蜕变”成五姓村的一个文化地
标。“老屋最早的主人是明代大儒
毛裕平。听老人们说，以前，老屋
门楣上挂着‘儒林第’牌匾，大厅
里还有圣旨桶。”村民吴敦良告诉
笔者，4 年前的毛家大屋十分破
旧，角角落落堆放着许多生活杂
物。如今，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修
缮，这座老屋焕然一新，成为村民
们喝茶、看书、听戏的好去处。

除了毛家大屋，五姓村的其
他古建筑也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其中一部分还成为乡村书房、乡
风文明馆等文化场所。“2017 年，
村里启动梳理式改造项目，对有
文保价值的建筑精心修缮，对普
通老旧危房及时拆除。”村干部毛
佳文说，为进一步提升乡村人居
环境，该村还对村庄主要道路两
侧的围墙进行改造，在灰白墙体
中嵌入复古石板窗；保留原有建
筑形态，用灰白两色重新粉刷墙
面。经过一番匠心运作，五姓村既
保留了明清古韵，也增添了时代
风貌。

在推进老旧区块梳理式改造
的同时，五姓村加大了水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目前，该村已对全村
2000 余户人家实现管网全覆盖、
雨污全分流、运行全维护、污染源
全管控，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村域
全治理。“现在，许多‘臭水河’变
成了‘景观河’。在东横河、新河两
岸，还建起休闲长廊、健身步道
等。这些变化大伙儿看在眼里，乐
在心里！”村民毛通达告诉笔者，
五姓村正在打造一条新的景观
河，工程完工后，村庄将变得更加
秀美。

村在山水间，人在画中游。人
居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为五
姓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村
自然人文资源丰富，毗邻鸣鹤古
镇和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如今，村
里新建了 400 多个停车位，青瓷
展示厅正在布展中，戏台重建工
程即将完工。”村党委书记毛军林
说，今后，五姓村将做活“山水”文
章，让每一位来访的游客“看得见
山水，留得住乡愁”！

记 者 王 珏
通讯员 张超梁

漆艺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传统工艺
之一，至今已有 8000多年的历史。但和
许多老手艺一样，漆器制造随着变革而
被大多数人遗忘，同时也被小部分人铭
记并传承着。80后漆艺专业博士潘垒就
是这小部分人中的坚守者。

潘垒的工作室坐落于镇海中官路双
创大街上。展厅内陈列着他的漆器作品，
热烈的红金斑手镯、沉静的大漆紫砂胎
三足香炉和绚烂的流彩漆茶罐等。如果
有陌生人好奇地进来参观，潘垒就会热
情地向来人介绍漆艺。

老家在山东潍坊的潘垒，大学就读
于山东大学平面设计专业，该专业设置
有漆画课程。由此接触到漆艺的潘垒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一件漆器，小如手镯、
香筒，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大件
物品制作有时长达数年。“每个步骤都需
要靠手工完成，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
二。”潘垒说，借由大漆的“慢”，似乎从中
找到生活的真谛。

漆艺是中国传统文化，却在日韩发
展兴盛。2006年本科毕业后，潘垒赴韩国
求学。为了做好毕业展，他曾通宵达旦投
身其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10件漆
器。2017年2月，潘垒在韩国东方文化大
学院毕业，成为大陆第二位漆艺专业博
士。随后，他选择了回国当老师，传授漆
艺，立志做符合当代人审美的漆器。

传道授业的同时，潘垒每天都要腾
出几小时，沉浸在漆艺形态、图示、材料
与工艺制作中。他还精通漆艺中的金缮
修复，“物品同人生一样，难免有磕磕碰
碰之时。得益于天然大漆的融合性，漆艺

的各种技法均可为金缮修复服务。”潘垒
说，要修复一件瓷器，工期至少一个月。
从前期的清理、拼接、补缺，到后期的补
漆、装饰、罩光，每道工序都需异常细心。

在金缮修复中，要求最高的是紫砂
壶修复。修补后的紫砂壶因热胀冷缩，
容易再度开裂，导致无法使用。在长期
的修复探索中，潘垒团队改良传统金缮
工艺，突破工艺流程、材料使用等方面
瓶颈，成功破解这一难题。

潘垒告诉笔者，电视节目《我在故宫
修文物》里展现的是如何修复国家文物，
其团队则是修复市民手中的珍品。有着
残缺美的金缮工艺，赋予了器物新的生
命。一次，有位客人看了金缮作品后，竟
然回家摔了心爱的茶壶来找他修补。

去年，潘垒带着自主研发的金缮修
复技艺前来宁波创业。“宁波河姆渡出土
的漆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漆器
之一。但目前宁波漆艺产业发展难以比
肩自身悠久的漆艺文化。”潘垒坦言，这
是他前来宁波创业的重要原因。

2018 年下半年，潘垒入选宁波市
首批“泛 3315计划”。“这让我有了更多
动力，填补宁波相关产业空白。”前两
天，以他为核心的“宁波非遗新文创产
品开发”项目，顺利通过了镇海高层次
人才创业项目。

“漆艺文创产品开发潜力巨大，国
际知名品牌江诗丹顿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一。”潘垒说，创新和坚持，是对传统
经典最好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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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立 舒力

这里是海曙区壹品家庭农场
所在地。44 岁的农场负责人叶法
林告诉笔者，农场有 206 亩土地，
种植着100多个品种的果蔬，一年
四季瓜果不断，“与别的家庭农场
不同的是，我们除了供应超市和
批发市场，还是四明职高园林等
专业的学生实践基地，担负着育
苗、护理、施肥、修剪、灌溉、收获
等果蔬种植全套流程的教学任
务，既可让学生学习掌握农业知
识，又可与市场接轨，打造一个独
具特色的家庭农场。”

叶法林从老家温州来宁波20

多年，本来有自己的工程公司，改
行成为“农场主”，始于 2013 年 6
月。“当时四明职高欲在桃源村打
造一个学生实践基地，我承接了
配套工程建设任务，听说对方正
在寻找合作伙伴，农民出身的我
动心了，决定加入其中，承包这
206亩土地。”

“最初这里是一片稻田，没有
配套设施，一切从零开始。”叶法
林回忆，他修了 2 公里多机耕路，
建造起管理用房，新修水电配套
设施。当年，他选择西瓜作为自己
初试身手的对象，不料却遭遇“菲
特”台风，80 多亩瓜地被淹，让他

“铩羽而归”。
吸取失败的教训，叶法林随

后花巨资建起了160多个大棚，并
在周围修建围堰。“在大棚内种植
蔬果，有助于调节温度、水分，减
少病虫害，适合学生进行学习实
践。”叶法林乐观地表示，自己心
态好，加上近两年来区镇农合联
的支持，“农场不断探索创新，遇
到问题就对症下药地解决，家庭
农场一步步发展壮大。”

为了让学生能够从不同品种
的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学到知识，
不断改良品种、引进新品种，成
为农场的“主旋律”。于是除了
种植葡萄、黄桃、橘子、桑果、
冬枣等传统水果和莴苣、青瓜、
茄子等蔬菜外，农场还引进了凤
梨、火龙果等热带水果，可谓琳

琅满目、四季瓜果飘香。
“四明职高有专业老师常年

驻扎进行技术指导，同时不计投
入，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第一目
标，让农场的果蔬品质不断提
升。”叶法林自信地介绍，施有
机肥，不打农药，让农场种出的
西瓜、葡萄、草莓、火龙果等口
味佳，成为市场上的佼佼者，外
销到上海、广东等地，其中2017
年从台湾引进的黑番茄不仅无需
清洗，从大棚里摘下就能入口，
而且口味好，每公斤可卖到90元
左右。

如今，从壹品家庭农场“毕
业”的学生很多进入大型园林公
司，有的还成为“农创客”，而叶法
林也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让农场成
为学生学习与市场接轨的桥梁。
2017 年，投资 300 多万元建造的
占地2000平方米的大型玻璃温室
在农场“横空出世”，“这里成为
育苗基地，还引进各种高端精品
蔬果，打造一个适合观光休闲采
摘的现代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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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枕水而居的五姓村伴着清脆的鸟鸣声，从山雾氤氲中渐渐“苏
醒”。青山绿水掩映下，古朴雅致的马头墙、白墙黛瓦的民居编织成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在农民公园，10多位村民相聚在“初心廊”，精神抖擞地打起太极
拳。“这里空气新鲜，风景优美。我们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村民黄汉成高兴
地说，“这几年，我们村变化很大，河水变得更清了，道路也变得更加整洁。
每逢节假日，有许多游客来村里参观。”

鲜红的草莓爬满田间、苍翠的火龙果枝条静立其

中、无花果正在被修剪枝条、各种嫩叶蔬菜鲜翠可人

……隆冬时节走进海曙区横街镇桃源村的一片田间，会

惊讶于这里160多个果蔬大棚的“壮观”景象，而大棚

内充满生机的各类果蔬更让人垂涎欲滴。

▲叶法林在大棚内查看火龙果长势。（陈朝霞 摄）
▶大棚内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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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整洁的河道。（陈章升 孙彬 摄）

五姓村美景。（陈章升 孙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