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玮

牛年春节，对 62 岁的葛小恩
船长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希望和
失落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百感交
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牛年
春节，他们是在渔船上度过的。

葛小恩是奉化龙泰进出口公
司“龙泰 6 号”运鱼船的船长。
每个月，“龙泰 6 号”要在奉化与
韩国间往返两趟，把约 70 吨的精
品养殖鲈鱼出口到韩国。2 月 18
日记者联系上葛船长时，船上刚
运载了新一批近 2 万尾鲈鱼，前
往 韩 国 南 端 的 渔 港 城 市 统 营 。

“这批鱼是大年初四装上船的。”
葛小恩说，因为海上刮大风，起
了 5 米巨浪，渔船暂时驶入舟山
港避风。

下海跑船 40 多年的葛小恩经
历了无数次大风大浪，但说起今
年 过 年 ， 却 有 几 分 伤 感 ： 年 三
十，渔船回到奉化裘村的养殖基
地。尽管眼前就是陆地，但按照
防疫要求，所有船员不能离船上
岸。“晚上，象山港内一片寂静，
听到远处传来的烟花爆竹声，想
到别人家家团圆的情形，再看看
自己，好几个船员哭了。”

“龙泰 6 号”有 10 名船员，其
中 3 名是舟山人，4 人来自象山石浦、奉化，剩
下 3 人，分别来自山东、大连和河南。因为承
担外贸鱼的定期运输任务，船员必须执行严格
的防疫要求，严禁下船，不能与岸上人员直接
接触，每次运鱼，甲板操作员要穿上全套防护
服，与鱼排作业人员保持距离。

从去年 3 月中旬至今，近 1 年时间，10 名船
员以船为家，处于“隔离”状态。船员黄文强
来自河南信阳，偶尔用手机与家人通个话。“海
上手机打不通。我们成年‘关’在船上，唯一
的活动就是在甲板上转圈散步，憋得连话都不
会说了”，老黄说，今年过年，公司送了三大箱
海鲜到船上。除夕夜，船上寂寞冷清，大伙没
心思过年，草草吃了顿饭，给家里人打电话表
达问候后，早早休息，“可是太想家了，睡不着
啊！”

龙泰公司董事长林国存告诉记者，过去一
年，既要保证鲈鱼出口畅通，又要严守防疫

“红线”，船员作出了极大牺牲，快“关”出病
来了。过年时，公司给每位船员额外发了红包
表示慰问，“这是宁波最特殊的一条渔船，希望
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付出。”林国存说。

2 月 18 日下午 3 时许，海上风浪渐小，“龙
泰 6 号”缓缓启动，载着牛年第一船鲈鱼运往
韩国。葛小恩是石浦人，再过 3 年要退休了。

“过去的一年很艰难，但我们努力撑过来了。”
葛船长感慨道，希望牛年行好运，疫情早些过
去，船员能上岸与家人团聚，“我最想的就是，
在家里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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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岑唯一 沈波

将糖饼摊在撒满松花粉的案桌
上，加入秘制豆沙，包裹后搓成长条
状。搓到一定宽度时，再将糖条拉
细、扯断，揪出一条小“尾巴”⋯⋯
2 月 20 日下午，慈溪新市民莫树敏在
现场开心地表示：“沈师傅指导我和
女儿做糖球品美食，嘴里香喷喷、心
里甜滋滋，在第二故乡感受到浓浓的
年味。”

莫树敏口中的沈师傅名叫沈建
裕，今年 74 岁，是“沈氏水糖球”
传承人，他做的“老鼠糖球”是观海
卫 师 桥 老 街 的 “ 人 气 美 食 ” 之 一 。

“以前，我在一家食品厂上班，跟着
老师傅学做各种糖果。在老街边设
摊，打出‘老鼠糖球’招牌，已经
20 多年了。”沈建裕说，这些年，师
桥老街旧貌换新颜，居民生活蒸蒸日
上，他的小摊人气也越来越旺，“今
年春节，我做的‘老鼠糖球’平均每
天能卖出 500 个左右，豆酥糖、糖麦
果等小吃销售也挺火。”

“老鼠糖球”由麦芽糖、豆沙、
松花粉等制作而成，色泽金黄、香甜
软糯，因形似老鼠而得名。作为一种
传统小吃，它承载了几代慈溪人的甜
蜜记忆。“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

‘老鼠糖球’是‘老慈溪’对生活甜
蜜的希冀。现在将它融化在嘴里，是
对孩提时光的怀念。”东桥头村村民
叶小姐说，沈师傅做的“老鼠糖球”
可口、不粘牙，前来购买的居民和游
客络绎不绝。

“老鼠糖球”看似不起眼，要做
好可不轻松。“做‘老鼠糖球’分为
拉、包、扯三大步骤。麦芽糖要前一
天 晚 上 在 大 锅 里 熬 煮 ， 调 制 的 豆 沙 选 自 优 质 红
豆。”沈建裕边介绍，边从大铁锅里捧出重达半公
斤的麦芽糖块。金色的麦芽糖块在他双手与木制的

“拉糖棍”间来回扭动，犹如金蛇狂舞。
沈建裕与“老鼠糖球”打了几十年交道。令他

欣慰的是，儿子、女婿已经继承他的老手艺，糖果
摊生意颇为红火。“学做‘老鼠糖球’不仅要掌握
技巧，还要传承老一辈的工匠精神。”沈建裕说，
牛年到好运来，希望大家的生活犹如“老鼠糖球”
一样甜蜜，“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会多培养几个
徒弟，将传统美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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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张琦

2 月 18 日，正月初七，
阳光灿烂。位于海曙区鄞
江镇金陆村和清源村交界
处的宁波趣湾庄园又迎来
了 一 批 游 客 ， 玩 皮 划 艇 、
真人 CS 游戏、陶艺，吃农
家菜，临走再捎上地道农
产品，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

这 个 春 节 假 期 ， 作 为
宁波市工会疗养基地、宁
波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的
趣湾庄园接待了 1 万多人次
游客。游客络绎不绝，也
忙 坏 了 庄 园 负 责 人 陈 贤
促。他每天 4 点半起床，忙
至晚上八九点钟，累并快
乐着。“正是看好乡村旅游
的广阔前景，我从 2015 年
开 始 ， 承 包 了 这 片 荒 地 ，
并将它打造为融乡景、乡
情、乡味、乡趣于一体的
庄园。如今 6 年过去，这片
占地 1000 亩的庄园吸引力
越 来 越 大 、 游 客 越 来 越
多，让我更坚定了当初的
选择。”陈贤促笑道。

“乡村旅游也要高质量
发展。这些年，我们致力于
构筑有特色和多元化的旅游
模式，路子越走越宽。”陈
贤促介绍，如今，庄园里有
五六亩生态菜园和 150 亩生
态果园，游客来了不仅能品
尝地道的农家味道，而且能
体验农家种植和采摘的乐

趣；依托周边山清水秀的独特资源优势，开发
了真人 CS、皮划艇体验等拓展活动；还和景
德镇陶瓷大学合作，打造陶艺制作研学基地；
依托庄园内拥有的宁波市单体面积最大的野生
银杏林，和宁波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等高校合作，策划举办了银杏音乐节，还承办
乡村美食节、农民丰收节等互动性强的活动，
让男女老少来了都能找到乡村旅游的乐趣。

今年春节期间，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同时，趣湾庄园也做足了准备。“今年来游玩
的客人中，60%是老家在四川、湖南等地留甬
过年的新宁波人，为此，厨师专门研发了川菜
等新菜系，满足客人需求；作为宁波市农业农
村局主办的‘宁波是我家、就地过大年’宁波
名特优新农产品保供活动经销点之一，我们早
早就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其中地产年糕备受游
客追捧，售出 1500 余箱。”陈贤促介绍。

牛年到来，陈贤促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
之路的思考没有停歇。“我们提出了‘乡村共
享 旅 游 ’ 理 念 ， 旨 在 整 合 鄞 江 古 镇 旅 游 资
源，将庄园和周边古道、古堰、古桥串珠成
链，打造农旅、文旅和研学旅游相结合的内
容丰富的旅游线路，不仅带动农产品销售，增
加就业机会，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而且提升游
客体验感，提高游客黏性，让乡村成为游客向
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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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放眼周边火热的工作和生活，其中不乏为民服务、无私奉
献的“孺子牛”，创新发展、攻坚克难的“拓荒牛”，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老黄牛”。

春回大地，踏上牛年新征程的奋进之路，让我们不待扬鞭自奋蹄，大力发扬“三牛”精神，带着梦想、苦干实干，用
勤劳和汗水，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春回大地，金牛奋蹄启新程

陈贤促在整理庄园。
（陈朝霞 摄）

沈建裕正在做“老鼠糖球”。
（陈章升 岑唯一 摄）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傅芝芳 王朝武

2 月 11 日下午 5 点，农历
大年三十，鄞州区福明街道福
明家园小区，快递小哥陈文强
送完当天的最后一单包裹后返
回站点休息。在位于民安路上
的顺丰快递站点 ， 陈 文 强 和
20 位 留 守 的 快 递 小 哥 一 起 过
年。

陈 文 强 是 杭 州 建 德 人 ，
今 年 31 岁 。 2019 年 经 朋 友 介
绍 来 宁 波 顺 丰 速 运 有 限 公 司
上 班 ， 从 事 快 递 工 作 至 今 。
他 所 在 的 快 递 站 点 主 要 负 责
福 明 家 园 、 滨 江 花 苑 、 涨 浦
景 苑 、 常 青 藤 、 老 庙 新 村 等
小 区 ， 由 于 表 现 出 色 ， 他 加
入 了 顺 丰 快 递 小 哥 的 “ 机 动
部 队 ”， 当 大 片 区 里 有 用 人
需 求 或 者 订 单 激 增投递人手
不够时，就灵活机动地进行补
位。

今年春节，陈文强选择留
甬过年，主要负责福明街道和
新 明 街 道 的 灵 活 调 配 投 递 工
作。“民安站平时有 30 多名快
递小哥，不少外地的提前回家
过 年 了 ， 我 老 家 在 杭 州 比 较
近，就留下来坚守。”陈文强
说，今年受疫情影响留甬过年
的 人 多 了 ， 网 购 的 包 裹 也 多
了，从除夕到正月初六，他平
均每天配送 160 个包裹，与去
年春节假期相比数量翻了一番。

“春节期间，快递物件以小件食品、生活
用品居多，还有人网购海鲜。”陈文强说，每
天一早，他 7 点半赶到站点理货，把能放在蜂

巢柜里的小件包裹集
中 存 放 ， 不 容

易保存

的海鲜产品则单独配送。“对每件海鲜包裹，
要挨个打电话再投送，有些客户不在家，要及
时把包裹带回站点存入冰柜。”

正月初二，是陈文强春节假期里最累的一
天。那一天，有二三十个包裹是五楼和六楼住
户的，楼梯爬得仿佛腿要断了。但每送完一单
包裹，听到业主的一句“辛苦了，过年好”，
又觉得工作被理解，一切付出很值得。

“这个春节，我过得很有意义。”陈文强
说，虽然一天没有休息，没能陪伴在父母身边
有些遗憾，但是日子很充实，“春节期间加
班，工资翻倍，多赚点钱可以孝敬父母。展望
新的一年，希望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继续辛勤耕
耘，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协调
全网资源，2 月 10 日至 16 日收派件数量 230 余
万件，同比增长 196%。每天有超过 2000 名快
递员忙碌在服务一线，让春节期间广大市民

“收寄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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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强在送
快递。

（王博 摄）

船员新年驾船运鱼。（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