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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义诊、缝补衣物、为
老人洗脚……忙得不亦乐乎。近
日，海曙区古林镇成立该区首个

“善·爱”志愿者联盟，加盟其中
的海曙达人爱心公益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在现场送服务送温暖，场
面温馨感人。

从 2017 年 7 月成立至今，由
最初的 4 个人，发展到如今的 300
余人，两年不到，海曙达人爱心
公益志愿服务队服务的脚步从海
曙西片区，走向海曙全区、宁波
大市，进各村文化礼堂送演出，
为敬老院的群众送上贴心服务，
为青年男女牵红线搭鹊桥，扶危
助困关爱老人。团队的服务项目
包括婚介、医疗、护理保健、中

医养生、公益课、洗头、理发、
敬老爱幼、文化宣传小品、戏剧
文艺演出等。

“以前海曙西片区的公益团队
太少了，很多人想做好事但没有

‘组织’。”今年47岁的古林镇前虞
村 村 民 虞 建 平 是 该 团 队 的 创 始
人，成立之初只有4位志愿者，大
家自己捐款，购买了血压计、血
糖仪、洗发乳、吹风机、理发工
具、水桶、热水瓶等，随着服务
项目和服务对象人数逐渐增多，
仅仅靠自发的捐款来服务，资金
远远不够，这让团队运行遇到了
瓶颈。

“2017年腊八节那天，我们借
公益活动契机，筹款 7000 多元，
用于之后的活动经费。”虞建平
说，团队将筹集的资金和物资进
行了合理分配，并添置了许多理

发、护理、医疗等物品。
渐渐地，“达人公益”团队举

办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服务范
围越来越广，如每逢佳节为各村
文化礼堂送文化、腊八节送粥、
元宵节煮汤团、三月推出学雷锋
活动、端午节包粽子等。每场活
动开展前，大家齐心协力做好计
划，提前采购物品，确定小组分
工，“道具、服装、工具太多了，
我就叫上丈夫开车，还有亲戚一
起帮忙骑电动车带过去，大家毫
无怨言。”成员李亚红说。

如今，“达人公益”的公益“雪
球”越滚越大，很多教师、律师、医
生、金融和文化专业人士也加盟其
中，成为中坚力量，让这支公益团
队成为远近闻名的“公益达人”。

团队的服务项目从最初的理
发、按摩、测量血压血糖，增加到现

在的专业牙医口腔检查、修剪指
甲、缝补衣物、打磨刀具、文化宣传
小品、舞蹈等，自成立以来，已举办
了100多场活动。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看到
那么多人因为我们的奉献而开心
快乐，我们深受鼓舞，希望这样
的正能量能感染更多人，有更多
的人加入志愿者团队。”虞建平坚
定地说，今后团队将努力扩大规
模，着力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并
通过参加专业知识培训，提升志
愿者服务能力，将服务拓展到更
远的范围。

海曙西片区
“达人公益”团队变身“公益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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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山野一片青翠，枝头的点
点新绿展现出勃勃生机。在宁海县强
蛟镇下蒲村斧头山的种植基地里，49
岁的陈国军穿梭于无花果树丛中，手
拿修枝工具剪除多余的枝条。“现在
是关键的春季管理期，除草、修枝、施
肥等工作都不能落下，7月份就可以
采摘了。”陈国军开心地说，历经 3年
努力，30 亩无花果今年迎来了大面
积挂果，辛勤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无花果不仅是营养丰富的风味
水果，同时具有很高的药用保健价
值，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的果树。
但大面积种植无花果，在宁海尚属
首次。

“我一直从事铝合金门窗生意，
但心里始终有个打造生态果园的创
业梦想。”2015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国军看到央视“科技苑”播出嘉兴
农民种植无花果致富的报道，便萌生
了种植无花果的念头。

两天后，陈国军就赶赴嘉兴学习
考察，并买来书籍查阅资料，了解相
关种植技术，经过精心比对，最终选
定绿抗 1号、波姬红两个口感好的品
种。回到家后，他动员妻子马不停蹄
地开垦 30 亩山地，将首批 1000 多株
无花果苗种上。

耕耘梦想并不轻松，这片 30 亩
的无花果园花费了陈国军无数心
血。夫妻俩起早摸黑打理果园，并
且将多年积蓄的近 20 万元投了进
去。“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自己找
罪受。”妻子有时忍不住数落陈国
军。但为了心中的“梦想果园”，夫妻

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年 7月，

无花果开始少量挂果，红红的果实
缀满枝头，顺手摘下一个，入口甘
美清爽，齿颊留香，凡是品尝过的
人都赞不绝口。一传十，十传百，
第一批率先挂果的无花果以 40元每
公斤的价格销售一空，随后的几批
也很快售罄。挂果虽只有 500 公斤
左右，收入近2万元。

看到自己种的无花果品种口感
好，陈国军犹如吃了定心丸。本来心
有“怨气”的妻子也全心全意打理果
园，夫妻俩乐此不疲。

“无花果5至6年达到盛产期，一
次种植可收获 30 年，平均亩产量
2000 公斤。”陈国军说，他已注册了

“比拉迦”商标，计划扩大种植面积，
将农庄打造成为一个采摘游基地，让
更多的游客亲手采摘品尝。

“无花果的试种成功，为下蒲村
增加了一项新鲜产业。”强蛟镇联村
干部史烨东表示，家庭农场的休闲生
态经营模式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产，
为村民增收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效果
好，无花果种植有望大面积推广，为
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寻找一条新出路。

“今年，我还会完善基础设施，给
果园安上自来水滴灌，让每一棵果树
喝上‘营养水’，实行无公害绿色食品
管理，并打算建一个冷库，延长无花
果的保质期，开发果脯、果酱、果酒等
深加工产品。”陈国军描绘着“梦想果
园”的美好前景。

陈国军:
3年试种成功无花果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河道纵横古迹犹在

从三溪浦流下来的水，汇聚
于此成为河流，这条河叫大涵山
港，河面宽 50 米左右，久旱不
涸，水流清甘。大涵山港的下流
就是著名的后塘河。流进村域的
还有六江里、横江、明堂港、王
江港、唐家湾、包家漕、朱家漕
等，总长约8公里，河网纵横。村
中还有大涵山、玉峰山，村名取
自这两座山名。

大涵山港上游有一座大涵山
桥，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经
受住千百年急流的冲击，至今仍
然稳稳地站立在水流中。

相传有清代诗人路过大涵山
桥时曾写道：“合沓群峰绕，荒村
数点烟。黄飘辞树叶，青见出山
泉。平野收残雨，长河泻远天。
永怀庐墓志，渔钓淡忘年。”

涵玉村由四都庄、郑家桥和
唐家湾三个自然村合并成。最里
的 是 唐 家 湾 点 ， 曾 称 为 唐 家 湾

村，自然少不了众多唐姓，也有
一部分李姓和王姓村民。中间的
是四都庄点，这个自然村的村民
大多姓“伍(吴)、陆、柒(戚)”，村
民们戏说，咱村的姓氏一个比一
个 大 ， 日 子 是 一 天 比 一 天 更 红
火。离镇区最近的是郑家桥自然
村，因村中陈家出了一个富商，
造了一座陈家桥而得名，由于口
误，日久天长，陈家桥变成了郑
家桥。

唐 家 湾 的 王 家 大 屋 远 近 闻
名 。 七 进 “ 回 ” 字 形 的 古 老 建
筑，有外三家、里三家之分，相
传 最 早 是 明 朝 时 一 位 举 人 兴 建
的。据村中老人介绍，大屋有近
200年历史。走进院落，里面有厢
房有祠堂，四面各有一扇大门。

“住在里面的人，下雨天走来走去
不会湿鞋。”老人说。

村旁小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樟
树，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树干
粗壮，一个人很难合抱过来。据
说，树龄有三四百年了。

星罗棋布的村庄，袅袅的炊
烟，秀美的山川，绿油油的田地，
戏水的鸭鹅，以及劳作的人们，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图画。

整理改建美丽宜居

前年 10 月，涵玉村村委会向
上级争取了一笔资金，花费300多
万元对房屋进行翻修，更换了部
分瓦片、桁条、椽子。“房子修过
以后，睡觉也踏实了。”徐富财老
人高兴地说。

由于涵玉村民居分散，村民
住宅大多较新。该村的美丽乡村
建设选择了整理 改 建 模 式 ， 从
2016 年 起 分 两 期 实 施 全 村 景 观
改 造 工 程 ， 对 村 中 道 路 进 行 硬

化，提升绿化档次，粉刷
民居外墙。同时，拆

除 一 些 破 旧 老 屋 ，
腾 出 宅 基 地 ， 分

配给大龄青年建
房 。 至 去 年 年
底 ， 景 观 改 造
共 投 入 2000 万
元。该村也顺
利通过“省美
丽 宜 居 示 范
村”验收。

村党支部书
记陆昌旸自豪地

说，涵玉村是市级
文 明 村 、市 级 生 态

村，近年通过厂房出租
等方式，村集体年收入上

百万元。全村有土地 2100 亩，
以蔬菜、水稻种植为主，一年四
季一派田园风光。这几年，大力
实 施 的 景 观 改 造 工 程 改 善 了 环
境。今后将继续挖掘唐家湾王家
大屋酒文化，以酒文化和自然景
观吸引人，增添旅游设施，打造
一个具有江南水乡风情的田园式
美丽宜居小村，吸引城市人来观
赏田园风光。

记 者 何 峰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在细雨的滋润中，初春的余姚
横坎头村草木蔓发，春色“绽放”。
在农民公园对面，“横坎头农家”的
招牌特别显眼。

“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农家乐，可
同时供 300 多人就餐。”“横坎头农
家”负责人、“90 后”黄徐洁是地
道的横坎头村人，成绩优异的她在
德国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后，
本有机会留在欧洲发展，但对余姚
充满感情的她想为家乡的发展尽一
分力。2014 年年底，她回到余姚，
在城区创办 “梁弄大食堂”，目前
开出3家分店。

“以前拼命想离开农村，现在发
现在家门口创业大有可为。我一直
有个愿望，能回到横坎头和乡亲们
共同致富。”近些年，横坎头村走出
了一条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致
富路。去年，看到横坎头游人如织，
黄徐洁觉得时机成熟了。去年 8 月，
她回乡投资 130万元开办的“横坎头
农家”饭店正式开门迎客。“横坎头农
家”在装修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红色”
和余姚元素，“我在墙壁上绘了余姚
发展历史和发生在四明山的革命故
事，让游客感受红色文化。”

在菜品上，她也做了精心设
计，突出地方特色。梁弄的土猪

肉、土鸡，四明湖的鱼头和河虾，
村里的玉米、红薯、芋艿，梁弄特
产大糕……“游客特别喜欢具有梁
弄特色的菜品和点心，这些已经成
为我们店的招牌。”黄徐洁说。和在
村里经营农家乐的前辈不同，黄徐
洁将农家乐推上了网络平台，提升
知名度，同时开通外卖，为村民和
住在村里的游客提供送餐服务，实
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横坎头
农家’生意逐渐火爆，游客最多的
一天，营业额超过了两万元。”黄徐
洁说，以前横坎头只是游客行程中
的一站。从去年开始，横坎头成为
很多旅游团和自驾游爱好者的目的
地，游客不仅吃在村里，有的还选
择住在村里。“我们村从一个景点成
为旅游目的地之后，提供更为多元
化的服务势在必行。”黄徐洁说。

目前，“横坎头农家”和村里一
些种养殖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
系。“除了‘消化’本地的禽蛋蔬
菜，还有十多位村民在我的农家饭
店里就业。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回乡创业，帮助家乡人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黄徐洁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带领乡亲们实现乡村振兴，为横坎
头村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目前，这位“海归”荣获余姚
市2018年度“最美90后”称号。

黄徐洁：
“海归”硕士回村办起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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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河流清波荡漾，大片的农田平整舒展，古朴

的樟树大屋石桥静静伫立……鄞州五乡镇涵玉村是鄞东

平原上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村庄。

五乡涵玉村五乡涵玉村：：
水乡韵味水乡韵味 田园诗意田园诗意

“达人公益”团队志愿者在为居民义务理发。 “达人公益”团队志愿者认领群众“微心愿”。（陈朝霞 摄）

涵玉村的水乡风光涵玉村的水乡风光。。 （（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大涵山桥大涵山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