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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再进一球！”
正月初五，镇海蛟川街道迎周村
广场上呐喊加油声此起彼伏，一
场“乡村风情”十足的乡村运动
会正在这里上演。运乒乓球接
力、投篮、跳绳……村民热情高
涨，笑声不断。“现在大家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过节方式也不一
样了，不再只是吃吃喝喝，办一
场好玩又‘接地气’的运动会迎
新春！”村民陈阿姨兴奋地说。

迎周村地处蛟川街道西北
面，前依蛟川生态园，紧靠临俞
工业区，周边环绕着镇海大道、
镇骆东路等宽阔道路，交通十分
便利。2018年迎周村集体经济收

入 500 多万元，但多年前，这里
是全市出了名的“贫困村”。

2001年，迎师桥村和新老周
村正式合并。村里决定改变农业
单一经济模式，走工业、商业相
结合的发展道路。但当时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只有 10 多万元，启动
资金依然存在巨大缺口。迎周村党
总支原副书记林国庆是村庄发展
的见证者之一，他告诉笔者：“那时
真的非常困难，村干部每天想着怎
么筹款。”经过全村上下一点一滴
的努力，迎周村共筹集了 1100 多
万元资金，先后建起了迎师桥朱家
74号厂区、临俞工业区三产房、老
周店面房、新周工业区等。

村里不仅向外招商引资，同
时也鼓励村民办厂、经商。村民
夏四海是村里第一批下海“吃螃

蟹”的人之一。从小厂一步步成
为全村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企
业“美地机械”产品行销全国各
地。“村子强不强，主要看领头
羊。”老夏说，村干部有思路有
干劲，才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
子。这几年，迎周村集体经济收
入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

漫步迎周村，村容整洁，屋
舍俨然，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在西
边穿村而过。高速公路上车水马
龙，高速公路下蛟川生态园和蛟
川体育公园相互融合，一派怡然
自得风光。

近年来，随着占地1800多亩
的“城市后花园”蛟川生态园建
设完成，迎周村开始走上“农旅
商”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园内开
起多家餐饮休闲农庄和多个蔬果
种植园。村民种上了草莓、樱
桃、大青枣等水果，形成集售
卖、采摘、配送于一体的新型农
业模式。万润农庄150亩连栋大棚
里，樱桃等果树正在茁壮成长，70
亩鱼塘养殖着鱼虾鳖蟹，这儿已
成为远近有名的休闲农业园之
一。“150 亩的大草坪用来承办婚
庆典礼，还有一处户外运动基地
也已对外开放。”农场主邬建红满
怀热情和希冀，在蛟川生态园这
片热土上规划着事业蓝图。

新年伊始，村里约40户的新
式农村集聚房马上要开工建设。
村民自行“点单”房屋样式，未来
将抱团向“农家乐”模式发展，持
续拉长乡村旅游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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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六，象山港畔的奉化
栖凤渔村，依然沉浸在浓郁的年
味中，街巷灯笼高挂，渔家的餐
桌上海味飘香。围网、港湾、村
舍、小船，勾勒出一幅美丽祥和
的渔村图。

双 山 码 头 上 ， 渔 船 排 列 成
行，旌旗招展，这里已呈现出忙
碌生产的迹象。硕大的冰块顺着
四五十米长的传送带，随着隆隆
声送进船舱。渔民老林说，正月
初八，很多渔船就要出海捕鱼
了，这两天抓紧时间做好充冰、
采 办 食 物 、 添 加 燃 料 等 工 作 ，

“期待开年第一网有个好收成。”
千年古村栖凤一直保留着耕

海牧渔的传统。村党支部书记胡
建尔告诉笔者，全村现有外海捕
捞渔船 300 余艘，近 6000 名的常
住人口中渔民占了六成。这几
年，栖凤村声名鹊起，与相邻的

“中国第一渔村”桐照村一起，
成为象山港的“明星村”。春节
前一周的时间里，每天有来自宁
波、奉化等地的上万名客人，到
栖凤村采购最新鲜的海产品。

走在村中，蜿蜒的街巷古朴
而干净，一栋栋渔家小楼颇为气
派。这几年，依托“翡翠湾”海
洋公园的发展，栖凤村大力推进
渔旅结合，逐步改变单一的海洋
捕捞、网箱养殖产业结构。胡建
尔说，村里大力实施环境综合整
治，投巨资整修排水管网，清理
每一条入海溪流，开展庭院美化
行动。眼下栖凤村正在加紧改造
1.5公里长的东环线，一期 700米
路段已完工，二期工程进入招投
标阶段。工程完工后，栖凤村拥

有一东一西两个通道，与滨海大
道、沿海中路相接，大大提
高旅游、采购高峰期的车
辆通行能力。

冬天是涉海旅游淡
季，成排的休闲渔船
静 靠 在 码 头 。“ 翡 翠
湾”海洋公园的 58 艘
休闲渔船，近 40 艘是
栖凤村渔民在经营，每
年的 5 月到 11 月，生意
很 是 兴 旺 。 一 对 “ 夫 妻
档”休闲渔船，半年运营下
来，平均可挣10万元以上。旅游
的兴起带动了鱼鲞、虾干等干水
产品的销售，村里还开出了三四
家渔家客栈。胡建尔说，根据镇
里的安排，今年对象山港内的养
殖 网 箱 再 次 进 行 大 规 模 “ 裁
员”，栖凤村的 3000 余只网箱计
划保留 100 多只，作为休闲渔船
的配套使用。

日前，栖凤村获评省3A级景
区村庄，让全村人很是自豪。胡
建尔说，今年，村里将开发房地
产项目。村里筹集了约 2.3 亿元
资金，并花了4000多万元拍下51
亩土地，开发商住、商服两个项
目，总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
除了建设街面房以及村文化礼
堂，还要造一批低密度住宅和公
寓房。“目前项目已进入审图阶

段
， 我

们 测 算
过，该项目未来可

为村集体经济增加四五千万
元的收入，并解决一批村民的住
房问题。”胡建尔说，项目建成后，
不仅大大提升栖凤村颜值，也为
村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沿着海岸线，一条宽阔的新
海塘堤坝将栖凤村与桐照村连接
起来。莼湖镇农渔办的谢东波介
绍，2017年夏，奉化区启动风情
渔港小镇项目建设，将桐照、栖
凤和鸿峙三个村串联起来，建设
水上运动公园、海上船宿区、赶
海泥浆嬉戏公园等项目，打造一
个全产业链海洋渔业时尚小镇。
渔旅融合，多元发展，栖凤期待

“华丽转身”，走出渔村振兴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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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何峰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通讯员 王永春

正月初五中午，余姚四明山
镇大山村飘起了雪花，不一会
儿，村道上便有了积雪。村庄洋
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屋前门上
挂着火红的灯笼，墙上巷间贴上
了喜庆的对联，浅雪“涂抹”的
屋顶飘起了袅袅炊烟，诱人的菜
香在清冽的空气中四处飘散……
远处，连绵的群山在云雾中若隐
若现，零星的农房点缀其间，恍
若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千
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
云。有零星的雪花、有升起的炊
烟、有炸响的鞭炮，记忆中过年的
味道，就是这个样子。在大山村能
遇见这样的景象，有点感动。”住
在“四明山氧生居森林民宿”的上
海游客李先生欣喜万分。

大山村户籍人口仅 367 人，
120 户人家散落在四明山中心 6.8
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这里，
风景秀丽、村容整洁、民风淳
朴。海拔约 800 米的大山村，绿
化率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平
均气温较市区低 8℃左右，村内
有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四明
山地质公园、鹁鸪岩等，是名
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随着山区生态旅游的兴起，
2006年，四明山镇决定鼓励和引
导农民发展农家乐。大山村的唐
芬报了名，开出“四季景”农家
乐，成为全镇第一批“吃螃蟹”
的人之一。“我卖过茶叶、种过
花木，那时候开始转型经营农家
乐，后来升级改成民宿，虽然都
是‘靠山吃山’，但效益越来越
好。”唐芬说，去年“十一”假
期营业额超过了 5 万元，全年收
入20多万元没问题。勤劳好客的
唐芬刻苦钻研厨艺，参加了余姚
市乡村厨娘争霸赛，获得了“最

美乡村厨娘”称号。她说，“土
鸡、土猪、山笋、玉米、番薯，
我们眼中普通的农家菜，对来自
城 市 的 游 客 有 着 特 别 的 吸 引
力。”“四季景”现在是余姚三星
级农家乐，去年还加入了四明山
镇“低八度”产业红锋联盟。

近年来，大山村的旅游基础
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停车场、公
交车站、旅游厕所、亮化系统相继
建成，仰天湖自然村内修建的两
条游步道，为游客休闲度假提供
便利。“去年，大山村的发展进入
加速度，是大山村历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年。”大山村村委会主任夏
伟利告诉笔者，“去年，朱曹旅游
道路提升项目完工，大山村成为
省 3A 级景区村庄。”为让游客在
山上有更多的项目可以体验，村
里想方设法推进农旅一体化发
展，去年，80亩的白茶基地和80亩
的香榧基地已完成建设。去年，大
山村共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去年，我们村被评为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有了这块金字招
牌，我们将做好‘产业+’的文
章，围绕民宿产业带动土特产的
销售。”应天华是大山村村民，

从城里辞职回家开办了“四明山
氧生居森林民宿”，前几年又盘
下附近两栋房屋扩大经营规模。
年轻人回乡创业，为大山村带来
了新理念、新做法。应天华把预
定平台拓展到“去哪儿、携程、
美团”等网站，还在家里开起了
土特产购物中心。

生态优越、环境清幽、空气清
新，成为大山最大的“卖点”。“这
些年，我们村的农家乐逐渐向森
林民宿转型升级，大山村在长三
角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上海、江
苏、杭州等地的游客日益增多。有
的客人夏天来这里避暑，一住就
是一个月。”2018年获得浙江省千
名好支书称号的村党支部书记厉
建江说，目前，大山村有民宿 20
家，床位 150 多张，下一步将做好
延伸产业链的文章。

大山村在发展民宿经济的同
时，村级集体经济也不断发展壮
大，每年有 50 万元左右的盈利，
已经连续两年给每位村民分红
2000元。这个小山村，依托绿水
青 山 ， 通 过 “ 卖 生 态 ”“ 卖 风
景”，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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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正月初三，笔者去宁海隔洋
塘村亲戚家拜年。上午 11 时许，
笔者从宁海东 （长街） 收费站进
入甬莞高速，途经马岙门特大
桥，然后从新桥互通下高速，一
路向西，约一个小时后到达隔洋
塘村亲戚家，准时吃上了午饭。

隔洋塘村是宁海唯一的海岛
村，三面环水，东面与象山陆地
相连，西面与长街镇隔海相望。
一直以来，村民出行靠轮渡，从
岛上摆渡到长街，大约需要20分
钟，出行十分不便。“渡船最晚
一班是下午 6 时，过了这个点，
遇上急事只能从象山绕行。尤其
是台风天，轮渡禁航，进岛出岛
非常不便。”隔洋塘村党支部书
记李文苗说，村里的孩子都在长
街镇的岳井小学上学。记得有一
年，学校放假正好碰到台风天，
船不开，学校只好组织车辆绕行
象山送学生回家，这一绕就是 3
个小时。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
节，往来隔洋塘村的大多数村民

告别乘了几十年的渡船，选择了
另一条出行之路。

变化缘于一条高速连接线的
开通。就在上个月16日，三门湾
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波段正式通
车。从此，村民回家，亲友造
访，不用再吹冷风等渡船，赶不
上轮渡班次，也不用再“望洋兴
叹”。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全长
约 54.5 公里，设计行车时速 100
公里。北起象山戴港，止于台州
三门六敖，设有茅洋、新桥、长
街、明港、蛇蟠岛 5 处互通。该
工程为甬台温高速复线，高速公
路开通后，宁波市区到象山新桥、
宁海长街，明港以及台州的三门
沿海，时间将缩短到1个小时。

笔者从宁海长街上高速，虽
遇上车流高峰，但少了以前排队
等渡船的些许焦虑。抵达亲戚
家，和邻居张女士聊天，她也有
同样的感受。她说，以前过年回
家等渡船最难熬，人多的时候一
等就是两小时，有时出门之前得
提早规划，算好返程时间，生怕
赶不上最后一班渡轮。“高速公
路开通之后，就不用考虑这些问

题了，感觉自己的村子离宁海城
关更近了。”她开心地说。

生活在宁海城关的朱从林老
家在隔洋塘村，高速公路开通
前，他从宁海城关家里出发，开
车到岳井渡头至少要 1 个小时，
然后再等船、摆渡。回一趟家，
和去杭州的时间差不多。“过年
这几天，高速可能会堵车，但相
比等渡船安心多了，也省了不少
时间。”朱从林说，对于隔洋塘
村村民而言，如今随着新路的开
通，他们最大的感触是有一种可
以随时回家的安全感。

岳井小学校长叶兆明说，学
生平时上下学还是以轮渡为主，
学校的摆渡人团队还会一如既往
做好学生的接送工作。叶老师表
示，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建成
通车，对学校和学生家长来说，
是个好消息，一旦遇到特殊情
况，就多了一条出行之路。

下午 4 时，离开亲戚家，笔
者原本打算乘渡船返程。车至码
头，却被告知船停航了。“大家
都选择走高速，船老大也回家陪
客人去了。”同行的几位拜年客
打趣道。

宁海隔宁海隔洋塘洋塘
回家之路启回家之路启““新程新程””

编者按：这里有浓郁的年味，一台台村晚、一桌桌农家团圆饭勾起城里

人的乡愁；这里有如画的风景，绿水青山的写意水墨画让人流连忘返；这里

正在奏响振兴的强音，各种要素加速集聚。春节期间，本报记者走进位于山

区、海滨、城郊等地的村庄，感受年味，探访变化。

热闹的码头鱼市热闹的码头鱼市。。（（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渔家小楼排成渔家小楼排成
行行。。（（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蛟川生态园蛟川生态园。。 （（贾默林贾默林 摄摄））

四明山地质公园四明山地质公园。。（（何峰何峰 王永春王永春 摄摄））

乡村新景满眼春

宁 海 东宁 海 东 （（长 街长 街））
收费站收费站。。
（（孙吉晶孙吉晶 蒋攀蒋攀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