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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红色的圆顶大门，精美的铜狮
子门把手，威风凛凛的门神雕像……
驱车经过慈溪龙山灵范南路和横筋
中路的交叉口，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
映入眼帘。它不是古代名人故居，也
不是古装片拍摄基地，而是慈溪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三北
石雕的制作工厂。

石雕厂负责人名叫岑耀军，今年
62 岁，是三北石雕技艺的第八代传
人。初次见面，老岑和徒弟正在加工
车间内切割石材。“这门老手艺传承
几百年了，我和它打了近 40 年交
道。”岑耀军用衣袖擦了擦沾满灰尘
的脸颊说，“现在，厂里堆放的石雕大
大小小有几十件。你对哪件感兴趣，
我给你介绍。”

活灵活现的石狮子，形态各异的
石像，古朴精美的石窗，岑耀军的石
雕厂犹如一座大型石雕陈列馆。“这
些是我近几年的石雕作品。”岑耀军
指了指立在空地上的两个大型石像
说，“怒目圆睁的是‘张飞’，气定神闲
的是‘关羽’，与大门口的‘秦叔宝’

‘尉迟恭’是一个系列作品。我想趁着
现在眼不花有精力，制作出 18 件手
持兵器的古代人物雕像。”

据考证，三北石雕技艺起源于清
朝康熙年间，分为选料、放样、造型打
坯、掏挖镂空、刮皮、细雕、打磨等几
道工序。在龙山镇方家河头村，人们
还能看到许多古代能工巧匠制作的
精美石雕。“我的第一位石雕师傅是

住在附近施公山的施师傅。师傅领进
门后，我边学边练，向省内外的石雕
大师们请教学艺，将现代工艺与传统
石雕技艺结合起来。”岑耀军说，他年
轻时喜欢到外地旅游，看到精美石
雕，就将其图案造型记在脑子里，回
家之后再琢磨雕刻手法，“几十年来，
我除了没造过石塔外，其他类型的石
雕石刻都上手过。”

岑耀军的石雕厂里有座精美的
中式园林，放置有精雕细刻的石狮子、
人物雕像，还有造型优美的石栏杆、石
拱桥。这是他耗时 5年多精心打造的

“石雕大观园”，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
颇有江南水乡的意境。“方家河头姓方
的人多，我给这座石拱桥取名叫外婆
桥，寄托了对外公外婆等长辈们的思
念之情。”岑耀军告诉笔者，工作之余，
他最喜欢到桥上散心，一些石雕作品
的创意构思是在散步时完成的。

制作石雕收入不少，却是个“苦
差事”。由于长年与粉尘做伴，岑耀军
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家里人
劝他早点“退休”，他却很执着，在冷
冰冰的石头上继续“雕琢”自己的梦
想。石雕厂的园林里有座“千古亭”，
两侧石柱上刻有“一代功德留百年，
做人忠孝千年传”。岑耀军说，这句话
体现了他的人生感悟以及对石雕的
情感。“希望徒弟们能‘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将三北石雕技艺发扬光大。”

岑耀军：
一双巧手雕出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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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鲜笋大量上市季节，
“中国竹笋之乡”海曙区横街镇
大雷村迎来了一年最热闹的时
节，专程来观竹海、品竹韵、购
竹笋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

走进大雷村，古木参天、村
居错落，竹山四面环绕、溪水穿
村而过。这个离宁波市中心约30
公里的千年村落坐拥万亩竹海，
古韵养眼养心。

千年古村 古意盎然

大雷村党支部书记汪斌介
绍，优美的生态和悠久的历史最
让村民引以为豪。如今大雷村辖
大雷、上车门两个自然村，户籍

人口有2800多人。
据 《鄞县志》 记载：宋大中

祥符五年 （1012 年），大雷村始
祖汪本仁与朋友到四明山游玩，
见这里处处风光秀丽，即从安徽
黟县石岗山下迁居南雷，故大雷
又称“南雷”。

历史的积淀让大雷村古意盎
然。“山上有好多古树，这棵银
杏树就有 1000 多年历史。”在村
委会办公室前的小溪旁，汪斌指
着一棵挂着“古树名木”保护牌
的大树说道，除了古树，村里还
有甘潼寺、汪王庙、龙潭和脚潭
等古迹。

据介绍，民间有“上有天
童，下有甘潼”的说法，当年甘
潼寺香火旺盛，现在的甘潼寺为
后来重建；汪王庙则是为纪念汪

氏太公所建，后被毁坏，上世纪
90年代初重建；龙潭和脚潭位于
甘潼寺附近，潭水清澈幽深，久
旱不涸。

在村委会办公室前，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薛驹题写于1988年
2 月的“云洲纪念碑”石碑颇为
引人注目，石碑背面介绍了大雷
作为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汪斌
介绍，大雷村为当时的云洲乡政
府所在地，1992年 5月, 云洲乡
撤销,并入横街镇人民政府。“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雷村非常热
闹，乡里开大会，会场一般设在
大会堂，如今这座建于上世纪70
年代初的大会堂还立于望童线路
边，无声地见证着大雷村的历
史。”

竹海风韵 诗画乡野

大雷村有1000多亩耕地、万
亩竹林，与大雷村民相伴相生的
就是这举目可见的竹海了。一年
四季，春笋、毛笋、鞭笋、冬
笋，供应不断，其中享有盛名的
是鲜嫩可口的“黄泥拱”。“大雷
每年笋产量有100多万公斤，‘黄
泥 拱 ’ 占 比 不 到 5% ， 很 是 难
得。2014 年，‘大雷黄泥拱’已
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汪斌介
绍 ， 村 民 “ 靠 山 吃 山 ”， 卖 毛
竹、毛笋，加工竹产品，成为村
民的主要生活来源。

前几年，为适应环保要求，
村周边的笋加工企业被陆续关
停，大雷村也面临产业转型。近
几年村里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
提升基础设施，硬化山道、治理

溪坑、清理河道，吸引在外打工
的村民回乡创业。其中村民汪宏
良等人投资打造的浙东大竹海景
区已成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从2015年至今累计接待游客七八
十万人，且每年游客数以超过
10%的速度递增。

同时，大雷村还引进了白鹭
源生态农场、甘潼蔬菜基地、猕
猴桃和蓝莓种植基地等，依托得
天独厚的优美生态环境，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的服务链，发展采摘
游，同时解决了部分村民家门口
就业的问题。

为擦亮大雷村“省级旅游特
色村”招牌，大雷村还邀请专业
景观规划设计公司，以“中国竹
笋之乡·诗画乡野之境”为定
位，规划美丽乡村方案，将对全
村的村舍外立面、河道景观和绿
化进一步提升，打造“绿色生态
走廊、山水联动生态体验区”，
发展乡村休闲生态旅游。

“目前，村里已有四家农家
乐，初步形成了竹林休闲、餐
饮、采摘等生态游项目，我们还
打算整理二三十亩闲置土地，改
建废弃老厂房，修葺闲置村居，
引进资金打造民宿，把竹文化和
乡村生态旅游融合起来，实现民
富村强。”汪斌表示。

记 者 余建文

施行君是海曙龙观乡人，10
年前，他在当地龙峰村承包几亩
池塘，成了养鱼人。养的鱼和别人
家的不一样，个头小小，游得飞
快。施行君说：“我养的是溪坑鱼，
这种带斑纹的叫淡水石斑鱼，另
一种青灰色的是马口鱼。”

养殖溪坑鱼，是施行君的二
次创业，“也是满足我的一种情
愫 。” 施 行 君 说 ， 龙 观 山 清 水
秀，以前溪涧里各种鱼很多，少
年时他常和小伙伴一起在溪坑里
捉鱼捕虾，乐趣十足。但最近的
10多年间，由于人为滥捕，加上
环境遭到破坏，山区里野生溪坑
鱼资源日渐衰竭。

施行君以前在企业做销售，
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市面。2007
年前后，他有次到福建出差，发
现当地有人专门养殖溪坑鱼，价
格还挺贵，这给了他灵感：“龙
观有山有水，环境这么好，是不
是也能‘拿来’养一养呢？”

施 行 君 最 初 承 包 了 3 亩 鱼
塘，从山上引来水库水，鱼苗是
从江西引进的，后来随着规模扩
大，他干脆辞职，把养鱼当成主

业。养殖溪坑鱼，跟养草鱼、鲫
鱼等不一样，必须有流动的活
水，既保持水温恒温，水质要求
也很高，“一旦发洪水，山泥冲
进塘里，水被污染，鱼儿就难活
了”。现在，施行君的养殖塘扩
展到 20 余亩，并设计成阶梯式，
由上往下共有三层，马口鱼在上
层塘，淡水石斑鱼在下层塘，流
水最后携带饵料残渣、鱼儿排泄
物，流入附近的农田，灌溉、施
肥两不误。

“溪坑鱼其实不难养，一天
喂食两次够了。”老施看似轻松
话语的背后，透着养鱼人的不易
和风险。像淡水石斑鱼，得养一
年多才长成条重50克左右的商品
鱼，施行君和父亲几乎天天守着
鱼塘，一刻不能分心。2013 年

“菲特”台风带来山洪，一下冲
掉了两个养殖塘，几千条即将上
市的鱼跑了个精光，损失惨重。

风雨10年，施行君闯过了一
道道难关，摸索出一套适合山区
淡水石斑鱼、马口鱼的人工繁
育、养殖模式。场里养大的溪坑
鱼，与野生鱼在体形、口感上基
本一致，市场认可度很高，零售
价每公斤百元以上，亩产值有 6

万元左右，效益蛮不错。“销路
不成问题，仅周边几个镇的农家
乐 、 餐 馆 ， 就 基 本 ‘ 包 圆 ’
了！”施行君高兴地说。

采访当天，市海洋与渔业研
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邬勇杰到养殖
场，看到准备繁育的亲鱼活泼健
壮，很是高兴。邬老师介绍了一
种新型养殖网箱，连接上增氧器
具，能够在一立方米水体里养殖
50 条淡水石斑鱼，“这可比我现
在的养殖密度提高了两倍多呢!”
施行君很有兴趣。

目前，施行君的养殖场已成
为我市溪坑鱼人工繁育、养殖的
示范基地。他告诉记者，这几年
开展“五水共治”，山区自然环
境好了很多，如果鱼儿再多起
来，溪涧就“活了”。“我还有个
心愿，把鱼苗的繁殖量搞上去，
拿出一部分用于增殖放流，帮助
恢复野生溪坑鱼资源，再现儿时
溪鱼游走的场景”。

记 者 徐 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王思远

近日，江北区文教街道育才社区
双东路小区新成立的“红色管家团”，
为居民解决了一件“烦心事”。因轨道
交通施工，小区唯一的一条行人和非
机动车出入通道计划改道，而原来道
路较窄出行不便。“红色管家团”组织
居民代表与中铁四局项目方协商对
接改道方案。

“我们把居民合理的意见提上
去，建议完善改造方案，在确保通行
安全和尽量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前提
下进行施工。”“红色管家团”队长季
闽浦说。类似道路改道这样的“民生
小事”，双东路小区经常会遇到。以前
因为小区没有业委会，没有牵头人，
社区管理等于少了“一条腿”，带来不
少问题，像小区车辆道闸系统使用不
规范、个别公共部位垃圾清理不及
时、房屋公共部位维修滞后等问题无
法得到快速解决。

双东路小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由于小区设施老旧、居住人群复
杂等多种原因，小区上一届业委会于
2017年7月因过半委员辞职而解散。
此后一年多中，虽然两次启动业委会
筹建工作，但是都因报名人数不足而

“搁浅”，处于无业委会状态。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同组成

小区‘红色管家团’，是小区居民的
迫切需求，助力推动小区自治，畅
通信息渠道。”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前段时间，在街道指导下，育
才社区党委动员广大党员、群众献
计献策，小区两个网格党支部经过
2 个月调研、走访，聚集了各个楼
道的 51位党员、热心居民，组建双
东路小区网格党群志愿服务队，成
为小区的“红色管家团”。

“红色管家团”搭起组织架构，确
定工作职责，当好小区“大管家”。目
前，“红色管家团”在育才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设有固定的议事阵地和
居民接待室，每周一上午党员志愿者
轮流接待来访居民，收集民生问题。
第一次议事会议，“红色管家团”就
梳理出 12 条居民反映较为集中的

“民生小事”。下一步，“红色管家
团”根据社区实际，将在推动小区业
委会成立、宣传引导垃圾分类、楼道亮
灯改造等方面发挥作用，服务好小区
居民。

江北双东路小区：
“红色管家团”解民生难事

““红色管家团红色管家团””以网格为单位围绕小区建设进行讨论以网格为单位围绕小区建设进行讨论。。
((徐欣徐欣 郭传太郭传太 摄摄))

▲岑耀军展示三北石雕技艺。（陈章升 摄）
▶精美的石雕。（陈章升 摄）

施行君施行君：：十年养大溪坑鱼十年养大溪坑鱼春暖花开，早上8时
多，施行君穿上长筒雨
靴，提着一桶饲料，给
塘里的鱼儿喂食。随着
饵料撒向水面，一条条
银灰色的鱼争逐抢食，
不 时 跃 出 水 面 。 老 施
说，再过半个月，这批
鱼就能上市了，“好几家
餐馆预订了。”

海曙大雷村：
“竹笋之乡”生态兴村

大雷村上车门自然村。

大雷村一景。（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