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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过年，餐桌
上没有红膏炝蟹肯定
是不行的。在本届宁
波年货展销会上的
室 外 水 产 品 展 区 ，
梭子蟹作为唯一的
单独品类展区，每
个 展 位 前 都 人 满 为
患。

一位朱姓摊主的
吆喝声特别热情，一边
帮市民挑蟹，一边不忘展
示手中鲜白蟹背部敲开后露出
的 红 膏 。“ 看 看 这 红 膏 ， 保 准 鲜
美！”

梭子蟹，俗称白蟹，因头胸甲
呈梭子形，故名梭子。皮日休 《咏
蟹》写道：“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
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
龙王处也横行。”横行的梭子蟹，经
过盐水腌制后，宁波人叫“炝蟹”，
或叫“红膏炝蟹”。

东海梭子蟹是制作红膏炝蟹的
最佳材料。象山、宁海的沿海乡镇
以及鄞州瞻岐、咸祥等滨海地区的
村民，有腌制红膏炝蟹的习惯。

今年 56岁的瞻岐镇岐下洋村村
民谢忠良，自 14岁起，就常常跟着
父母到滩涂抓鱼。在不惑之年，他
买了一艘玻璃钢渔船，当起了船老
大。清晨 6 点出发，下午 4 点多靠
岸，一船透骨新鲜的梭子蟹和小鲳
鱼等就捕上来了。

谢忠良和助手们熟练地用橡皮
筋捆绑一只又一只乱爬的鲜蟹，然
后放入竹箩，装满后用绳缆将竹箩
拉住，浸入海水中，确保梭子蟹的
鲜活。

“西北风一吹，蟹都躲到深海
去了，这时候梭子蟹并不好捕，所
以价格比八月份要翻几番，最高时
可卖到 400 多元一公斤。”谢忠良
说。

咸祥渔民老朱介绍,梭子蟹最肥
的季节是在最寒冷的时候,雌蟹开始
长 膏, 到 农 历 十 二 月, 红 膏 最 为 饱
满，腌制红膏炝蟹的最佳季节也到
了。将梭子蟹背朝下肚脐朝上放

置, 浓度饱和的盐水没过蟹身,用
大石头压着,一天一夜以后,红膏炝
蟹就腌成了。

红膏炝蟹蟹肉晶莹剔透、蟹黄
鲜亮，让人垂涎欲滴。宁波人有俗
话赞道：“红膏炝蟹咸咪咪，大汤黄
鱼摆咸齑。”

此外,梭子蟹也可以腌制蟹股。
瞻岐渔民叶海召是这方面的高手，
他将梭子蟹用箩筐挑回家后，用清
水过一遍，剥开去壳，用剪刀剪成
大块放入脸盆，撒入粗盐，加入少
许酒、白糖、姜蒜，将脸盆反复摇
晃调匀，再依次把腌好的蟹倒入一
只只瓦罐中，用竹子壳封上口子。
隔两天就可以吃了。想吃时，用勺
子取一些出来，蘸点米醋，清脆透
鲜，咸中带甘，往往能吃到来年夏
天。

沿海一带的居民还喜欢把梭子
蟹做成蟹酱。梭子蟹买回来后，剪
去尖角，挖去滤腮，剪成小块，然
后放入石磨细细研磨，再按比例放
入盐，这样磨好后的蟹酱香味扑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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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膏炝蟹：
宁波人过年的乡愁

韩善琪：
坚守初心练成农民“好老师”

伊美林：
演绎动人“乡村爱情故事”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记者 陈朝霞

千年古村人文荟萃

蜜岩村的布局按照道家的
《内经图》 设计，距今有近千年
历史。据《蜜岩村志》记载：蜜
岩村之阳有山一座，形如屏障，
名曰蜜岩山。山上多岩石嶙峋，
蜜蜂巢酿蜜于其上，故以“蜜
岩”为村名。又有大小两皎之水
在此汇聚，称为“皎口”，因地
势险要，老底子有“双皎咽喉”
之说。

进入 群 山 环 抱 的 蜜 岩 村 ，
须经一座跨“皎”而卧的“蜜
岩桥”。村内老屋密集，街巷纵
横 ， 这 些 古 老 的 建 筑 与 蜜 岩
山、蜜岩潭、樟溪河等自然环
境互为依存。行走在古宅，随
处可见嵌有“福”字的石窗、
雕花砖窗，不少民房依然保留
着原有的风貌，砖木结构的楼
屋间间相连，户户相依，任凭
风吹雨打。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蜜岩村
现存的近 30 道老墙门。“奠蕨
居”“见大宾”“望三益”“安贞
吉”等墙门先后建于宋、明、
清、民国等不同时期，其中“上
道地”墙门即上宅大墙门，是蜜
岩村最早的一道墙门，上有一副
门联，上联为“蜜藏千年风水

地”，下联为“桃源石质富贵
宅”，老墙门上残存的题词耐人
寻味，蕴含了先祖对后人的拳拳
爱心和殷殷期望。

蜜岩村 90%的村民为应姓。
据应氏族谱记载，蜜岩应氏居此
历时已近 900年之久。明末黄宗
羲写《四明山志》时，曾到蜜岩
山探石质藏书处；清代大儒全祖
望在蜜岩隐居多年，写就《蜜岩
蜜》等著作。孙中山的第一任卫
队长应桂馨、“亨得利”钟表店
创始人之一应启霖以及香港甬港
联谊会名誉会长应圣瑞等都是蜜
岩村的骄傲。

守古添新未来可期

走进村庄，在新楼旧宅之
间，一幢西洋建筑尤为显眼，这
就是兴建于民国初期的“崇义学
堂”旧址。

“甲午战争”后，国内有识
之士认为，要强国必须学习科
学知识，旅沪村人应文生与其
子 应 桂 馨 回 乡 创 办 “ 崇 义 学
堂”，免费招纳村内外农家子
弟。新中国成立后，该学堂曾
改为蜜岩小学，后成为村委会
办公室。

“这所建筑将焕发生机。”章
水镇有关负责人说，几年前，镇
里已经完成了对蜜岩小学旧址的
保护性修缮，计划将其“变身”
成乡贤馆。章水镇，特别是蜜岩

村出了许多名人，他们的事迹是
一笔文化财富、精神富矿。章水
镇将挖掘古代乡贤、红色乡贤、
当代乡贤的故事，为老百姓留住
乡愁、记下历史、传承根脉，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蜜岩
村的古建筑虽有沧桑之美却没
有破败的迹象，这背后是镇村
多年来“守古添新”的努力。
保护规划，下拨资金，“修旧如
旧”，蜜岩村合理疏导古建筑保
护与村民建新房之间的矛盾，
新楼房与村中古色古香的老建
筑交相辉映。去年以来，该村
还重点开展村容环境整治、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64 岁的
应大伯感慨道：“家门口的道路
天天有保洁员清扫，村里的环
境也越来越好了。”

如今，蜜岩村将打造美丽乡
村升级版，围绕“幸福古村·美
丽田园”的定位，按照“以点带
面、连线成片”的模式，实施全
域规划、门户区建设、古建筑修
复、美丽田园建设，高质量打造
富有传统浙东民居特色的“四明
古村+山水田园”综合体。

本报记者 王珏
通讯员 王喆

这两天天气有所回暖，但在镇
海九龙湖镇长石村滴翠园农场里，
草莓种植户韩善琪正仔细检查每个
大棚的地膜，对防寒工作不敢掉以
轻心。“差不多要到 2月中旬才不用
太担心冻害，在此之前还得精心照
料。”韩善琪说。让他如此小心翼翼
照看的草莓品种叫“红颊”，今年在
全区草莓擂台赛上获得了金奖。

早在 1986 年在五金厂工作时，
韩善琪从报纸上看到草莓种植发展
有前景的消息。当时周围农户还以
种植传统粮食为主，他敏锐地觉察
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
果将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他立马
从省农科院和江苏省农科院引进了
多个草莓品种进行试种，当年就获
得了好收成。后来他又开始试种大
棚葡萄，引进了 10多个品种，如今
他成为镇海区草莓与葡萄种植的专
家。

韩善琪的农场已经从最初的几
亩地发展到了 70多亩。在草莓品种
选育上，韩善琪心中有三个标准
——“好吃、好看、好储运”。“‘红颊’
草莓不仅口感好，最大的优势就是易
储存好运输，这是现代农业经营中十
分关键的要素。”韩善琪说，草莓销售
期长达半年。尤其在旺季，草莓大量
上市，最怕草莓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出
现坏烂。

与草莓打交道 30多年，韩善琪
积淀了不少种植技巧。“前期疏果、
病虫害治理最要紧。”韩善琪介绍，
他尤其注重土壤的消毒工作。每年
草莓季结束后，他就忙着重新开
沟、消毒并培肥地力。辛苦耕耘迎
来收获，因为获得了金奖，今年草
莓销售尤其走俏。“春节临近，上门
订购的人非常多，每天摘下的都不
够卖。”韩善琪说。

谈起自己的农业路，韩善琪用
一个“守”字来形容。“农业经营最
怕守不住心，看到什么好就盲目跟
风。”无论是种植草莓还是葡萄，韩
善琪喜欢把一个品种种到极致。除
了草莓，他还将葡萄品种“99—5”
打造成精品。该品种多次在市里举
行的葡萄评比中获得金奖。近几年

为了栽种葡萄新品种“阳光玫瑰”，
韩善琪远赴海盐农科所请教葡萄种
植专家，成功把该品种培育成九龙
湖金奖葡萄。在他的带领下，九龙
湖葡萄走上了精品化路线。

老韩不仅善于钻研种植技术，而
且还不忘带动周边农民共同致富。看
到农户缺种苗时，他就无偿提供；缺
技术，他就手把手地在田头传授。附
近 20多户农户跟着他干起了“甜蜜
事业”。村民唐国君种了十多亩草
莓，提起韩善琪，他一口一个“师
傅”。“当初全靠老韩指导，一有什么
病害，他就马上赶来帮我处理。”老
唐说，每次请教，老韩总是不厌其
烦地解答。

不少外地的草莓、葡萄种植户
也找老韩请教种植技术。“现在通信
技术发达，通过视频电话也可以及
时解决问题。”韩善琪说。那些外地
的种植户，也总忘不了叫一声“韩
老师”，而韩善琪也乐意当一位“好
老师”。也正因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
才智，他曾先后获省五一劳动奖
章、市优秀共产党员、区农业科技
突出贡献者等荣誉。

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丹凤 赵媛

走进象山西周镇潘埠村靠山
一处农宅里，两张小床呈 L 形摆
放。66岁的伊美林坐在靠窗的小
床上，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
潘亚平。“每个冬天对我们一家
来说都是考验，昨晚爬起来八九
次，为他翻身、盖毯子……”伊
美林平静地说着，午后的阳光透
过窗棂，投射在她花白的鬓角
上，莹莹发光。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

是你，清贫也是你……正如一首
歌中所唱，23年来这位普通农妇
尽心守护残疾丈夫、赡老抚幼，
用朴实无华的行动演绎了一场动
人的“乡村爱情故事”。

潘亚军曾是远近闻名的泥水
匠，伊美林“夫唱妇随”，家里
虽不富裕，但夫妻俩感情极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3年前潘亚
军为别人建房时，不慎从脚手架
上跌落，送医后被诊断为高位截
瘫。“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到
处求医，花完了所有积蓄，但他
还是没有好转，整个人只有脖子

以上能动。”这场事故，让潘家
倒了顶梁柱。

当时，伊美林大女儿 20 岁，
刚参加工作，收入无法维持全家
生活；二女儿和小女儿正读初中，
家里只有几间平房，还有年事已
高的婆婆要照顾。“感觉天都要塌
了！”伊美林悲伤地说，她只能咬
紧牙关扛起养家的重担。

由于家里离不开人，伊美林
打不了零工，便承包了村里的荒
废桑园，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柑
橘。每天天没亮，她伺候好丈
夫、婆婆，就赶去桑园刨除碗口
粗的老桑树。其间，伊美林每隔
两个小时得回家一趟，给潘亚军
翻身、按摩。

“有时大晚上美林嫂还一步
一歇地把刨下的桑树拖回家，实
在很辛苦。”村党支部书记潘丁
明说，乡亲们看到一个女人这般
操劳持家，都会伸手帮一把。起
早 贪 黑 的 辛 苦 终 于 有 了 结 果 ，
2000多株“宫川”柑橘成了那段
艰难岁月里潘家最大的经济来
源。为了节约开支，伊美林还种
了各类蔬菜，口粮田也舍不得荒
废。每到柑橘、水稻收成季，她
这个“壮劳力”就忙得不可开
交。

最让伊美林担忧的，还是丈
夫的病情。因常年卧床，潘亚军
长了褥疮，风湿、高血压和心血
管、肠胃、肝脏等方面的疾病也
不断侵袭病体。“特别是换季或
刮风下雨时，普通人痛了还能自
己揉揉，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老

婆。”潘亚军说，这么多年为了
照顾他，妻子没有睡过一个安稳
觉。在伊美林精心照料下，他的
褥疮痊愈了。四五年前，潘亚军
九旬老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也是
伊美林和妯娌一起照顾护理。

据悉，未出事前潘亚军性格
开朗，爱凑热闹。但卧床后，他
变得郁郁寡欢。伊美林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托人专门定制了
木头椅子，时不时把丈夫抱到院
子里晒晒太阳。后来，村里送来
了轮椅，每当天气晴好、气温适
宜时，村民们就能看到这对夫妻

“散步”的身影。20 多年过去
了，潘亚军虽然消瘦了，但笑容
重新回到了脸上。

潘家三个女儿也很争气，大
女儿早早扛起养家重担，二女儿
勤工俭学读了大学，小女儿因家
境问题提早踏入社会工作。“现
在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对我们
很孝顺。”伊美林说，前几年在
女儿们资助下，一家人住进了新
房。如今她年纪渐渐大了，一门
心思看护好丈夫。

皱纹多了、头发白了……但
笔者看到伊美林眼睛里依旧充满
了对丈夫及家人的执着守护之
情，这份深情温暖着身边每一个
人。

图为韩善琪在草莓大棚里疏果。
（王珏 摄）

红膏炝蟹。（朱军备 摄）

章水蜜岩章水蜜岩：：
秀美古村绽放光彩秀美古村绽放光彩

“绕村道路正在抓紧整

修，村口的景观改造有序

推进。”新年伊始，海曙区

章水镇蜜岩村迎来“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村党

支 部 书 记 应 国 平 开 心 地

说，蜜岩村先后被评为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省级卫生

村、市级文明村和生态村

等，今年正式启动古村建

设，整合文化、自然和民

生资源，充分挖掘文化价

值和经济价值，朝着田园

综合体方向“精耕细作”。

俯瞰蜜岩村。（陈朝霞 摄）

蜜岩村一景。（陈朝霞 张立 摄）

伊美林给丈夫喂饭。（沈孙晖 赵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