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张建雷

古迹遗址诉说卓著功绩

春 雨 绵 绵 ， 笔 者 近 日 一 头
“闯进”姜山上张村。上张、下
张、上塘、居敬桥、横里、湗港
漕、九房等7个自然村落，分散在
平坦的田间，九曲河支流绕村而
过，古祠、老树、石墙门、石砌
桥，古风扑面而来。

村中绝大多数村民为张姓和
黄姓。黄姓主要分布在九房、横
里、湗港漕自然村，其始祖为唐
末明州刺史黄晟。黄晟出生于公
元 859 年，若以此计算，村庄有
1160年历史了。

黄晟曾担任明州 （宁波） 刺
史达 18 年之久，为官清廉，功绩
卓著。特别是修建罗城、兴造浮
桥等事迹，使他成为宁波城市建
设的开拓者。他曾被敕封为佽飞
将 军 ， 死 后 被 朝 廷 追 封 为 江 夏
侯 ， 谥 号 忠 济 。 据 说 ， 宁 波 的

“江厦街”地名，源于黄晟的封号

“江夏侯”。黄晟任明州刺史期
间，在明州城内设置君子营，招
揽人才。君子巷因此得名，沿用
至今。

相传后梁开平三年 （909 年）
端午节，黄晟在宁波桃花渡斩蛟
龙为民除害中献身。每年端午，
宁波百姓用菖蒲染雄黄，制成宝
剑挂在门上，以示纪念。后人为
了祭祀黄晟，还在上张村建造了
佽飞庙。

笔 者 走 进 佽 飞 庙 ， 红 墙 黛
瓦，大殿高敞，不过现存建筑为
清代晚期所建，由门厅、戏台、
厢房、佽飞宫、后殿等建筑组成。

张 姓 主 要 分 布 在 上 张 、 下
张等自然村，其始祖为宋朝抗金
民族英雄张荣，与岳飞、韩世宗
等 抗 金 名 将 齐 名 。 绍 兴 元 年

（1131 年），金军统帅完颜昌自泰
州率军万余乘船进入江苏兴化缩
头湖，企图一举攻灭张荣义军水
寨。

张荣出动几十只小船迎敌，
大败金军，剿杀金军万余人，人
称“张敌万”，缩头湖也就改名为
得胜湖了。张荣晚年归隐于鄞县

县南鹤颈漕。现在上张村有一座
鹤颈桥，还有一座得胜桥。

张荣本人原来就是梁山泊的
渔民，其后人也继承了始祖张荣
的老本行，以捕鱼为生，并发展
到海洋捕鱼。一个远离大海的内
陆小村成了一个海洋捕捞村。

传承家训家风共建家园

农历三月初二 （4 月 6 日），
正值该村黄氏始祖黄晟诞辰，上
张村村民齐聚一堂，共同纪念这
位宁波城市建设的开拓者、唐末
乱世保宁波一隅平安的保护者。
上张村党建引领传统文化现场活
动暨鹤颈漕张氏宗祠重建落成仪
式在居敬河畔举行。

当天，该村揭牌成立了张黄
文化发展中心和“天禄学堂”，鹤
颈漕张氏裔孙代表、宗谱追寻者
代表张麒威向鹤颈漕张氏宗祠重
建筹备理事会赠送了 《鹤颈漕张
氏 宗 谱 （1916 年 版 本） 》 翻 印
本。天禄学堂负责人张麒威说，
现在农村文化以家族族谱研究、
村史研究为主，让寻亲的人能寻

到根，不让历史断代。
最近，上张村文化志愿者创

作了 《四明张黄 千年古村——
上张村村民公约三字经》：“古张
黄，今上张，晟故里，荣世家；
祖教诲，勿忘志，习礼仪，重家
范；爱国家，爱集体，跟党走，
志不移；村两委，要凝聚，村内
事，集体议；邻里间，有情谊，
互帮助，如兄弟……”这在全市
还不多见。

据了解，上张村将保护好古
桥、石狮子、宋代石墙门、明清
古建筑等，同时，挖掘先祖的家
训家风，将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村党支部书记陈志权说，缅
怀两位先祖事迹，目的是传承家
训家风，凝聚全村人心，进一步
提升村庄环境，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共建美丽家园。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陈斌国

4月9日，象山丹东街道66岁
的“老娘舅”周万立兴奋地将一
块印有“老周工作室”字样的标
牌贴在办公室门口。他笑着说：

“荣誉归集体，调解靠大家。”原
来，“老周工作室”是市总工会近
期命名的首批“工会劳动关系调
处工作室”之一，这在象山还是

第一家。
周万立退休前曾担任爵溪街

道信访办主任 15 年，多次获评省
市县信访工作先进个人。2017年2
月，他被返聘担任丹东街道政法
办“老娘舅”一职。该街道企业
多、员工多，为职工维护正当权
益，成了老周的工作重点。

前年6月，在象山某企业打工
的 40 岁侨属林某出差去西宁，因
高原反应不幸猝死。当时，林某

在该企业工作仅几个月，尚未办
理保险手续。而企业规模小，运
营也不景气。在赔偿上，厂方愿
出 60 万元，但死者方开价 200 多
万元，双方陷入僵局。

接到求助后，老周与企业主
交涉，介绍近期本地员工工伤赔
偿 案 例 ， 敦 促 老 板 负 起 相 应 责
任；与林某亲属会面时，细数企
业的实际情况，劝导放弃过高要
求。但双方会面时，依然剑拔弩
张，互不退让。“这类案子必须一
鼓作气拿下，否则夜长梦多。”老
周和双方展开马拉松式交谈，一
点点拉近赔偿差距，从上午一直
调解到次日凌晨1时多。最终，双
方就赔偿105万元达成协议。

谁知一周后突发变故：死者
亲属来电称企业 100 万元已到位，
剩下5万元不肯给。原来，该企业曾
给林某一台存有业务资料的手提电
脑，事后尚未归还，而家属表示电脑
已不知去向。“丢失电脑有可能，业
务资料可通过其他途径弥补。大头
赔付了，何必计较小头……”经老周
劝导，企业主最终付了 5 万元。对
此，死者亲属十分感激。

“职工维权案有大有小，多数
口头劝解，握手言和。若遇到复
杂案件，就需要软磨硬泡，还得
动脑筋‘智取’。”老周道出了多

年调解心得。
去年 5 月，10 名外来务工人

员和四五位店主找到老周，希望
他 帮 忙 向 包 工 头 王 某 要 回 拖 欠
款。原来，一年前王某承建了当
地部分村的污水纳管工程，却将
工程款移用于其他投资项目，拖
欠下60多万元劳务费和材料款。

老周走访后，得知王某已被
项目套牢，资金周转困难，而务
工者、店主维权凭证仅仅是手头
的 一 张 记 账 清 单 。 他 约 谈 王 某
后 ， 特 地 要 求 对 方 分 别 打 下 欠
条，并承诺于当年 10 月兑现。谁
知到期限后，王某仍拿不出钱，
债主急得要上访。“欠条承诺具有
法 律 效 力 ， 若 是 上 诉 你 要 吃 官
司。”在老周“施压”下，王某想
方设法筹了 40 万元资金偿还。取
得债主谅解后，双方约定于今年5
月结清剩下20多万元。

据了解，两年来老周已成功
调处较大劳资纠纷、工伤赔偿案
35起。

周万立：六旬“老娘舅”乐为职工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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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卓 璇 张 燕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东风微起，又到了放风筝的时节。
在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风筝制作之
乡——江北庄桥，有好几位会做风筝
的老手艺人。其中，73岁的郭国民是
最年轻的一个，临近退休时他才疯狂
爱上做风筝，一做就20多年。

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阳台是郭
国民的创作空间，桌上摊满了工
具，墙壁挂满了他亲手做的风筝，
几乎是一个风筝世界。劈竹下料、
裱糊、绘图上色……做风筝不仅靠
技艺，更讲究耐心。他的风筝形态
各异，多是当年的生肖或是时下的
热门。20 多年来，郭国民做了 100
多只风筝。每只风筝一完工，他就会
与妻子去屋后头的田里试飞。“我还
是喜欢管它们叫鹞子，像叫小名一
样，亲切！”郭国民笑着说。

这么多的风筝里，郭国民最喜
欢龙鹞，至今他还保存着两只龙
鹞，长度分别为40米和60米。他透
露，龙鹞和普通的风筝不同，因为

“画龙贵在点睛”。活动的龙眼加上
黑白的色彩碰撞，可以使整个龙头
更有神气。除此之外，龙角、龙
牙、龙眼都是由泡沫打磨而成的，
最大程度降低龙头的重量。

“说起我的启蒙老师，要数童家

村的陈师傅。”郭国民告诉笔者，50
岁时，他去童家村钓鱼邂逅了一只在
天上飞的龙鹞。巨大的风筝令他叹为
观止，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而这
只龙鹞的主人陈义梅，便成了郭国
民的领路人。巧的是，与他师出同
门的还有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筝） 传承人、“风筝大王”邵国
强。这些老人用精湛的手艺和不熄
的热情，让庄桥这张“风筝”金名
片更加闪亮。

“从 1999 年以来，我们每年都
会举办春秋两季风筝培训班及放飞
活动，不仅深受老一辈人的喜爱，
也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庄桥街
道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近年来，
庄桥通过创立风筝协会、成立风筝艺
术馆、设立风筝传承基地以及建立风
筝主题广场等，巩固风筝文化成果，
永葆风筝这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庄
桥街道第二十届风筝节近期在滨江
公园举行。现场举行了儿童手绘风筝
DIY、手工风筝制作、放飞比赛等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每人还能用一公
斤以上的可回收物兑换一个风筝。活
动方更是邀请了郭国民来到现场，教
大家如何做风筝、放风筝。

郭国民：
20多年情迷风筝制作

记 者 王 珏
通讯员 戴旭光 徐 超

“清明小长假期间，我们刚去菜
地里忙活了一圈，小番茄长势很好
呢。”近日，市民蒋先生带着女儿桐桐
在镇海澥浦家圆农场认领了一块“责
任田”。在等待收获的 1 个多月时间
里，蒋先生将和其他 60 多户家庭一
起，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让孩
子体验责任田 20 余株水果番茄“养
成”全程。

在家圆农场 720 平方米的体验
基地大棚内，种着镇海网红水果番
茄——“桃星”，该品种去年还获得
了宁波精品番茄评选大赛的金奖。
基地每隔一段距离，挂着认领户的
名字和编号。大棚顶上是 12组摄像
头，能全方位无死角记录下“桃
星”成长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手
机客户端实时反馈到手机上。立体
栽培、物理防虫、肥水一体化等农
作物精细化培育手段可以从中了解。

“不仅可以实地体验，日常也可
以让孩子通过手机收看番茄生长

‘直播’。”认领了 12 平方米的责任
田后，市民李女士为儿子洋洋安排
了“感受作物成长奇妙之旅”，期待
着他探索作物成长中的奥妙。

家长和孩子们忙着管理自己的
责任田，农场主陈善忠也没闲着，
正在为后续活动准备。“等番茄丰收
了，我打算马上套种草莓。到时候
让认领家庭一起栽秧苗，全过程参
与。”

从 1991 年搭大棚种草莓算起，
陈善忠整整种了 28 年的地。60 亩地

的家圆农场并不大，在镇海，他家果
园出产的水果蔬菜却颇有名气，圈粉
无数。在同行看来，陈善忠是个特别
爱搞试验、善于尝试的人，经常在农
场引入各种技术和设备进行“折腾”。

在家圆农场里，陈善忠搞了好几
年的测土配方。他使用多种技术试验
土壤改良，引入滴灌设施，全面实施
无公害种植。老陈最为得意的是，在
区农技部门的协助下，攻克了水果番
茄的种植难关，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我们‘土洋’结合，琢磨出一套科学
的种植技术。”陈善忠介绍，今年农场
种植的20亩水果番茄，每亩产值约6
万元，出产的精品番茄放到水果店，
一个能卖十多元。

近年来随着全市各地乡村旅游
遍地开花，人气日益高涨，陈善忠还
在农场推出采摘游、烧烤等项目。在
农场 8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客人
既能品农家菜又可举办小型文艺演
出。很多单位、旅行社来农场开展培
训 活 动 、 体 验 农 事 乐 趣 。 今 年 3
月，家圆农场与澥浦成人学校合作
开辟农耕体验基地，将线上的农场
游戏搬到田间地头。说起农业经
营，这位农场主特别有自己的想
法，“数字菜园满足了市民带孩子到
乡下体验农事、感受田园风光的需
求。我们借机探索将传统农业向全民
参与的服务型农业发展。”

陈善忠：
把“开心农场”搬到田间地头

图为郭国民精心制作手工风筝。（徐欣 盛林伟 摄）

陈善忠在数字菜园里查看作物生长情况。（王珏 摄）

图为“老娘舅”周万立。（陈斌国 沈孙晖 摄）

这是鄞南平原上的

一个普通村庄，河流纵

横，土地肥沃。可谁曾

想，这个村不但有千余

年历史，还出过赫赫有

名的两位人物，一位是

出生于此的唐朝明州刺

史黄晟；另一位是归隐

于此的宋朝抗金英雄张

荣。这就是古风悠悠的

鄞州姜山上张村。

鄞州上张村鄞州上张村：：
一村两名人一村两名人，，家风传当代家风传当代

上张村临河民居。 （朱军备 摄）

上张村临河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