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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萧王庙街道肖桥头
村的陈火飞老人可没闲着，几乎每
天扛着锄头，到地里采挖芋艿头，

“新上市的芋艿头很畅销，都是餐
馆提前来预订，订多少挖多少。”

年近七旬的陈火飞与芋艿头打
了大半辈子交道，栽种芋艿头的技
术炉火纯青。“今年台风少，气温
适 宜 ， 会 有 一 个 好 收 成 。” 老 人
说，他今年种了 4 亩芋艿头，估计
亩产量逾 1000 公斤，亩产值 1 万多
元。

据 《奉化县志》 记载，早在南
宋，奉化就广植芋艿，当时叫“岷
紫”。明代中叶，从闽北、浙南一
带传入魁芋类大芋艿，经过奉化农
民不断改良，逐渐形成“奉化芋艿
头”这个特有的名优品种。

陈火飞告诉记者，奉化芋艿头
“既怕水，又畏旱”。四明山江流裹挟
而下的泥沙，在萧王庙剡江两岸形
成了冲积土，这种土壤逢雨水会迅
速渗透，表土不积水，待到大晴天，
芋艿又能轻易地吸收地下水，很好
地满足了芋艿头的生长特点。到了
秋季，气候温湿，昼夜温差大，促使
母芋膨大和营养成分聚积。

“芋艿每年 3 月下旬播种，到
10 月底大批采收，栽种期长达 7 个
月。”陈火飞说，芋艿头从播种到
采收全靠人工劳动，体力消耗大。
他年轻时最多种过 60 亩芋艿头，
如今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只能

零星种几亩。
目前，奉化芋艿头的核心产区

在萧王庙。此外，西坞、尚田两地
也广泛种植。而在奉化当地，又有

“前葛牌岭头，奉化芋艿头”的说
法，表明萧王庙的前葛、牌亭两个
村出产的芋艿头，质量最为上乘 。
牌亭村农户李国存说，他种了 50 多
年芋艿头，一直选用自家的优质芋
艿子作种繁育，老品种的性状很稳
定，保持了传统品质和好味道。

奉化芋艿头肉质较细腻，无明
显红筋，直链淀粉含量高，还含有
10 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口感糯
滑香甜，风味独特。奉化区农技服
务 总 站 经 济 作 物 科 科 长 马 建 芳 介
绍，全国不少地方有种植芋艿头 ，
其中以广西的荔浦芋头和奉化芋艿
头最为有名，“相比较而言，奉化芋
艿头模样圆润，质地绵软，没有粗
纤维，口感比荔浦芋头更好，在长
三角和港澳地区享有盛誉。”

1996 年，萧王庙街道被命名为
“中国芋艿头之乡”。2004 年，原国
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奉化芋艿头”
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据资料记
载，当时奉化的芋艿头种植面积高
达 5000 亩。

20 多年前，奉化便成立了芋艿
头协会，集聚 30 多家芋艿头种植大
户、购销大户、加工企业等成员 。
协会协调安排种植生产，统一品牌
对外销售，确保品质。

数百年精心耕耘
造就“芋乡传奇”

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李鲁文

10 月 8 日晚 7 时，商铺林立
的宁海县谢豹桥商业街上，前来
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周小娜忙
完一天的工作后，拿起手机在街
上走走停停，发现不文明现象就
立刻上前制止或拍照发给相关负
责人进行处理。

作为芭芭多芦荟美容店店
主，周小娜平时工作是化妆品零
售和客户美容护理服务。同时，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谢豹桥商业
街“街长”。

今年 9 月初，宁海县市场监
管局和宁海县民营企业协会、个
体劳动者协会联合街道、社区，

从商业街中挑选出一批高学历、高
素质的经营户担任“街长”。他们
经过统一培训后，对街段内的经营
户开展日常巡查。

“街长”负责每周对责任街区
进行巡查，登记巡查情况，协调解
决或及时反映商户提出的突出问
题。同时，组织开展或主动参与文明
经营倡导行动，对相关单位和下一
级“街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确保
诚信经营、文明服务、放心消费。

一名“街长”就是一张文明经
营的活地图。10 月 9 日上午 9 时，谢
豹桥商业街的“总街长”王亮开始在
街上巡逻，不时进入店里查看，看看
健康证是否过期，商品是否明码标
价，是否有车辆不按规定停放，是否
有商家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街长’就像一枚纽扣，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王亮说，除
了他之外，谢豹桥商业街还有 4 名

“街长”，对街段内的经营户开展日
常巡查。前几天，一名“街长”向
王亮反映，有家餐饮店的后厨比较
杂乱，东西随意摆放，店家还时不
时往外摆放经营设施，不听劝阻。
王亮立刻联系市场监管部门予以整
治，并提醒店家不要违规搭建设
施。店家按规定进行了整改，还特
地在店里增设两只垃圾桶。

“街长”不仅要负责街道的环
境卫生、消防安全和店面规范经
营，还要及时解决老百姓反映的问
题。“小区门口不能随意停放电动
车，赶紧放回店里。”近日一早，
在“街长”这一新岗位上干了三周
的屠勤国，来到宁海县人民大道东
段的电动车经营一条街巡逻。就在

前几日，街边小区有居民反映，商
家把电动车摆放在小区门口，导致
居民出行不便。屠勤国赶到现场督
促商家整改，还主动帮商家将电动
车移入店里。看到街面规范整齐
了，居民纷纷点赞。

“街长制”实施以来，宁海解
决大小问题近百个，大街小巷的消
费环境、市容市貌得到转变，处置
问题的速度大幅提升，商户们开始
习惯直接通过“街长”反馈问题寻
求解决办法，真正实现了发现问题
在基层、化解矛盾在初萌状态的初
衷。“街长制”受到了商户和群众
的一致认可。

桃源街道下桥村 79 岁村民金
思富经常坐在谢豹桥上，碰到熟悉
的居民，就乐呵呵地说：“你们有
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我向‘街

长’转告。有‘街长’在，解决问
题很快哩。”

如今，谢豹桥商业街经营户还
自发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街上 102
户经营户以及社区、部门、协会 4
名相关负责人，经常在群内交流
沟通。宁海县市场监管局桃源所
所长钟成伟说，微信群不仅有助
于 开 展 文 明 经 营 放 心 消 费 工 作 ，

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经营户反馈
的问题。

“实行‘街长制’是深入推进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们将以放心消费、诚信经营、规
范管理等工作为主线，提升监管效
能和经营户自治能力，让广大经营
户和消费者更有获得感。”宁海县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宁海推行“街长制”——

让经营户和消费者更有获得感

王亮 （右二） 和市场监管人员检查食品进出货登记台账。
（徐铭怿 孙吉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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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过三江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每当说起这
句耳熟能详的俗语，老宁波人心中不由升起一股豪迈之
情。

金秋时节，又到了一年奉化芋艿头的收获季。田野
里，油亮的芋叶随风摇曳，农人挥动锄头，从泥土中采
挖一个个新鲜的芋头，收获辛勤劳作的果实。

奉化芋艿头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700多
年的栽种历史，也是宁波人引以为傲的“明星”农特产
品。香甜的芋艿头寄托了人们心中浓浓的乡愁。

在现代农业技术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奉化芋艿头
面临人工栽植成本高、劳动力缺乏的难题，种植面积逐
年萎缩。如何利用好奉化芋艿头的地域品牌优势，输入
新的激励“因子”，让这一特色农产品延长产业链，为
农户带来更大的效益，再续奉化芋艿头的辉煌？

日前，记者走进奉化芋艿头的核心产区萧王庙街
道，与农户、专家一起梳理奉化芋艿头的“前世今
生”，探索未来发展之路。

长久以来，奉化芋艿头作为一
种特色美食，融入各色菜肴的制作
中，成为宁波菜系的当家品种之
一。

“芋艿头和水蜜桃一样，是奉
化的一块‘金字招牌’。近年来，
我们积极挖掘奉化芋艿头的文化内
涵，持续提升知名度，推动乡村旅
游发展。”萧王庙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谢贤伦说。

圆滚滚的芋艿头还有一个美好
的爱情传说。相传古时候奉化月岭
山上住着一对贫苦母女。一年春
天，母女俩好心收留了一个身患重
病、名叫于乃的年轻日本和尚，并
悉心照顾。一日，心存感激的于乃
和尚拿出一个袋子，将一堆圆滚
滚 、 硬 笃 笃 的 东 西 倒 在 桌 上 说 ：

“这是‘通天子’，可以当饭当菜，
我从东京带来，本想带到西天佛祖
那里，现在送给你们吧。”

女孩慧英把“通天子”种在庵
前的田里。过了半个月，田里开始
抽出荷叶般的大叶子，到夏天时芋
叶连成一片。此时，和尚的病也好
了，可他每天跟着女孩挑水翻地，
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

七夕晚上，母亲找不到二人，
急 得 对 着 山 野 大 喊 ：“ 慧 英 ！ 于
乃 ！” 此 时 ， 女 孩 和 于 乃 正 坐 在

“通天子”叶下说情话。听到母亲
叫声，二人惊慌失措，牵手躲进叶
子深处，再也不出来。母亲最后认
定他们化作了“通天子”根块，便
称之为“于乃头”。之后，奉化芋
艿头产区就流传着一个有趣的风

俗：每年七夕夜，当地青年男女都
爱去芋艿田里谈情说爱，据说能恩
爱有加，白头偕老。

近年来，萧王庙街道大打芋艿
头“文化牌”，先后开展“相约在
金秋，欢乐芋乡行”乡村体验游活
动、“千年古镇、芋菜飘香”芋艿
宴大比拼活动，推出“芋乡一日游”
旅游线路，举办奉化全“芋”旅游等
活动，有力促进了乡村旅游，帮助农
户销售芋艿头和其他农产品。

有意思的是，奉化芋艿头如今
已走出奉化。2018 年，嘉兴市秀
洲区从奉化购买芋艿头种子，当年
便在王江泾镇试种成功，亩产量
1750 公 斤 ， 效 益 上 佳 ； 早 几 年 ，
宁海胡陈乡已开始大面积种植芋艿
头，并运到奉化来销售。

打好“文化牌”让芋头“走出去”

尽管奉化芋艿头美名远播，但
近年来，芋艿头核心产区的“地
盘”不断萎缩，不免令人担心。这
两年，萧王庙街道的芋艿头种植面
积保持在 500 亩左右，与 2004 年相
比缩小了 80%。

芋艿头种植面积萎缩，有多
重原因。街道农办副主任王永存
分析，一是城市外扩、道路交通
等建设，使得近郊大批农田被征
用开发；二是务农人口减少，年
轻人都进城去赚钱了，而老一辈
芋农大都五六十岁，逐渐种不动
了；三是芋艿头对土壤肥力要求
高，同一块田畈要间隔一年再种
植，导致种植效益下降，影响农
户积极性。

对此，萧王庙街道这几年采取
经济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户多种芋

艿 头 。“ 之 前 我 们 每 亩 统 一 补 贴
500 元，但农户小块种植多，太分
散。”王永存说，今年起街道实施
差异化补贴政策，像单户种植 30
亩以上的每亩补贴 1500 元，鼓励
农户规模化种植，保护好“芋艿头
之乡”这块“招牌”。从目前看，
效果较明显。

此外，街道还引入乡贤资源，
把发展芋艿头产业与美丽城镇建设
有机结合。在岭丰村，由剡江废田
改造升级而成的 30 亩芋艿头种植
基地，即将进入采收期。基地负责
人贝伏是街道新引进的乡贤，也是
当地最年轻的芋农。

“我们与农技专家合作，对土
壤进行检测，及时补充流失的养
分，解决芋艿头种植需要土地轮种
的问题，稳定产量。”贝伏说，他

们准备建立农业合作社，利用新型
播种灌溉技术，提高芋艿头产量、
品质，带动农户向新型农业转型。

今年，萧王庙街道还利用剡江
改造契机，计划投资 260 余万元，
建 设 占 地 面 积 116 亩 的 “ 剡 江 芋
稻”现代农业园，其中芋艿头种植
面 积 90 亩 ， 并 沿 着 江 堤 设 置 樱
花、杨柳步道，间种水蜜桃、葡
萄、“红美人”柑橘等果树，形成
一条新的风景带。

贝伏说，马上要进入芋艿头销
售旺季。今年，他们新组建了线下
营销团队，与线上电商、直播平台
相融合，帮助农户拓展销售渠道，

“我们想走精品化路线，把奉化芋
艿 头 从 ‘ 论 斤 卖 ’ 变 为 ‘ 论 个
卖’，提升产品附加值，帮助农户
增收。”

政策扶持，打造芋乡新风情

陈火飞采挖新鲜的芋艿头。（余建文 摄）

记者 余建文

剡江边新辟的芋田剡江边新辟的芋田。。（（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