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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的渔网/投了下去/小鱼
们四散跑开/章鱼在一边哈哈笑/你
们这群胆小鬼/渔网提起来/里面有
一只哈哈笑的章鱼⋯⋯”这首 《得
意的章鱼》 的诗，是由宁海城东小
学五年级学生陈煜恺创作的。近
日，他走进地处象山港畔的美丽渔
村宁海强蛟镇下渔村，看到了一张
渔网，突发奇想，写下了这首有趣
且俏皮的诗作。

这个暑假，在全国知名儿童文
学作家、诗人雪野的带领下，宁海
60 多 位 小 朋 友 走 入 乡 村 、 田 舍 ，
以诗“写生”，既丰富了他们的暑
期生活，也为千村千景增添了不一
样的童真童趣。

“这次看过了很多家乡美景，
不论是烈日下观察荷花午睡，还是
聆听海风中浪花的喧闹，夜幕中感受
古镇灯光中外婆般的温暖，我的诗和
画都是瞬间完成的。”12岁的小诗人
胡展赫跟着雪野老师童诗“写生”已
有好几次了，“雪野老师说，‘诗是长
出来的。’我感觉自己也在那些地方
一次一次地生长着。”他说。

作 为 宁 海 首 批 驻 村 艺 术 家 ，
2018 年 5 月，雪野在宁海力洋村创
办了全国首个儿童诗研究中心，并
以此为基点，推广儿童诗教育。此
次宁海小朋友开展诗歌“写生”乡
村活动，正是由他发起组织的。

从“点灯之约”到“诗歌写
生”，这几年，雪野一直在寻找贴
近儿童生活的载体。今年是“双
减”后的第一个暑假，如何丰富儿
童的假期生活，给他们带来不一样

的假期体验？“那就带着孩子去宁
海各地写诗吧！”雪野脑海的一激
灵，一场有关“美丽乡村”的诗歌

“写生”的美好际遇拉开了序幕。
“ 儿 童 诗 需 要 浸 润 乡 村 的 土

壤 。” 雪 野 这 么 想 ， 也 是 这 么 做
的。此次参与诗歌“写生”活动的
60 多名“小诗人”，来自宁海各乡
镇，通过公开招募而来。他们在 6
天的行程里，走进跃龙街道、桥头
胡街道、强蛟镇、岔路镇、前童镇
等 5 个乡镇、街道的 8 个村庄，为
家乡的美景写诗，共创作出 150 余
首童诗。

清晨的山风，吹拂着前童古
镇 ，“ 小 诗 人 ” 们 顺 着 静 谧 的 古
街、依傍的流水开始了诗的“写
生”。他们爬上村庄边上的鹿山，
看到古镇被成片的松树林环绕，6
岁的王艺铖小朋友眼睛一亮，说

道：“那不就是一件外套吗？路是
拉链，把左边的房子和右边的树林
并在一起，村庄穿上了一件合身的
外 套 ！” 而 一 旁 的 另 一 位 “ 小 诗
人 ” 姜 晰 文 却 有 不 一 样 的 发 现 ：

“延伸到房子、村庄外、山道上的
路，多像粗粗细细的藤蔓啊！开满
了花！”

“妈妈报名让我去学习写诗的
课程，原本还挺担心写诗会很枯
燥，现在感到雪野老师的诗歌课太
有趣了！真希望每一个暑假都有这
样一次体验。”周铭小朋友感慨地
说。姜晰文表示：“如果不是趁着
这次‘诗歌写生’，我就看不到那
么多家乡的美景了。下一次我一定
要带着好朋友们来这些地方一起
玩。雪野老师还告诉我们，我们写
的诗也可以为乡村建设做贡献，这
是整个暑假最大的收获了。”

孩子们精彩的“脑洞”，让在
场指导的雪野也收获了许多惊喜。

“ 让 小 诗 人 们 在 ‘ 家 门 口 ’ 发 现
美，在心中、笔下创造美，继而在
那一路上展示出家乡美。”雪野告
诉记者，这些宁海“小诗人”写下

的充满艺术乡村元素的诗歌，还将做
成一幅幅儿童诗画展板，悬挂在他们
走过的乡村小道或海滨沿岸，成为力
洋村“童诗之路”的延伸，连接起宁
海的美丽乡村，也让 “小诗人”成
为艺术乡村的参与者、建设者。

宁海60多位“小诗人”——

以诗“写生” 浸润乡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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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残疾人小陈（化名）用自己挣
来的工资买了一部新款手机。欢喜之情溢
于言表的他拿着手机到处拍照和工友分
享。看着满脸笑容的员工们，宁波北仑金
冠童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峰也是满心欢
喜。“当初办这个‘共富工坊’车间承担了
不小的压力，但现在看到他们越来越有自
信的样子，我们的这份坚持是正确的。”王
立峰说。

在北仑梅山街道，像小陈所在的“共
富工坊”还有很多，只是形式内容不尽相
同。近年来梅山街道立足海岛特色资源，
以党建为统领，党员带头，党群联动，积
极探索打造多产业、多场景“共富工坊”，
帮助梅山岛上退休工人、残疾人、被征地
农民等特殊群体就业增收。

截至今年 9 月，该街道已通过各类
“共富工坊”提供“就业”岗位千余个，实
现了富余劳力向富裕动力的转变，推动

“共富工坊”和当地特色产业的良性互促发
展，通过“小岗位”解决群众就业的“大
问题”，让群众感受满满的幸福，探索出一
条属于自己的海岛强村富民新路子。

梅山被称为宁波的“武术之
乡”“舞狮之乡”，辖区的梅中村
有两家非遗“先锋小院”，院中
分别住着“梅山舞狮”非遗传承
人沈海迪和“水浒名拳”非遗传
承人傅信阳，这两位传承人一直
致力于非遗文化传承和用非遗项
目增加村民收入的“双收益”工
作。

沈海迪不仅是非遗传承人，
也是一名党员。他从组建舞狮队
开始，一直致力于吸纳梅山有武
术、舞狮基础的未就业人员参与
舞狮训练，从开始接单本地红白
喜事、商家开业庆典活动，到先
后走出国门受邀参加韩国、日本
等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为未就业
人员增加业余收入。目前，梅山
舞狮演出的出场费已经达到每

场 3000 元起的水平，每年订单有
100 多个。

为了梅山舞狮更好地发展，
梅山街道在街道党校建立起了非
遗展陈馆，沈海迪经常带领队员
们在馆内训练，展陈馆也成了游
客前来观光、体验、研学的打卡
点。同时，沈海迪在家里建起梅山
狮文化陈列馆，今年暑假期间，
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暑期研学
游、亲子游客人，而团队的教学
和接待工作全部由其传授的梅山
当地学徒承担，既传承和弘扬梅
山非遗文化，推动梅山文旅事业
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一起致
富。

党员傅信阳是省级非遗项目
“水浒名拳”的第六代传承人，
截至今年 9 月，他传授徒弟已超

3000 人。今年暑假期间他更是当
起了专业的研学主讲人，“水浒名
拳”系列课程不仅进入北仑的假日
学校，还吸引不少外地的研学团队
前来梅山进行研学，近距离体验、
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魅力，
促进“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

“作为一名传承人，我有义务将梅
山武术发扬光大，希望非遗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
裕。”傅信阳告诉记者。

“梅山舞狮”和“水浒名拳”
已然成了梅山非遗文化的金名片，
还打造成了梅山独具特色的非遗

“共富工坊”。接下来，梅山街道还
将把梅山的“外岙造趺”“马灯游
艺”等一批民间艺术发扬光大，开
发与之相关的各种岛上休闲度假活
动项目，带动当地共富。

薪 火 相 传 筑非遗“共富工坊”

梅山街道是北仑区唯一地处
海岛的街道，也是传统农业街
道，有耕地 12345 亩，山地 6315
亩，集中分布在岛内中、东部地
区，岛内环境未受工业污染影
响，农业以蔬菜种植为特色主
业。梅山街道为实现新阶段蔬果
产业的持续发展，以辖区内梅东
路两侧为中心，以成片区的蔬果
大棚为基地，逐步形成常态化蔬
果市集，帮助农民实现家门口种
植、销售、农旅推广的一条龙服
务。

“梅山现在交通便利，再加
上海岛蔬果大棚优势，我相信这
样的新模式能为我们岛上的农民
带来更多的收益。”贺达是梅山
湾蔬果恬园基地的负责人，也是
直属企业党支部书记。前几年，
他租赁 280 亩村集体土地，带头
在盐碱地上建起蔬果大棚，通过
加强与农业科技机构的合作，经
过农业专家指导，积极引进新品
种，应用新的农业技术、生物技
术，大大增加了大棚的蔬果产
量。梅山湾蔬果恬园基地发展势
头良好，辐射、带动梅山 1000
余亩蔬菜水果基地不断发展，也
对蔬果市集的规模不断扩大起到
了促进作用。

“梅山湾蔬果恬园今年种植
了 6 亩左右彩色番茄，预计产量

1.4 万公斤。因为独特的口感，这
些盐碱地上种植的番茄市场价可卖
到 30 元一公斤。”贺达自信地向记
者介绍。据了解，在梅山街道的蔬
果大棚内除了彩色番茄，还有草莓
和甜瓜等，梅山全岛今年番茄产量
为 338.7 吨，草莓 92.6 吨，甜瓜产
量为 54.4 吨。

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提高果
蔬附加值，促使农户转变观念，拓
展农村基层服务。梅山街道以蔬果
大棚作为亮点，利用蔬果大棚联络
周边农户，推出“农家乐”和民
宿，结合海岛休闲农旅推出“五色
新梅”旅游路线，不断开发文创产
品，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
多人来梅山参观旅游，促进乡村经
济发展，今年以来，当地共吸引游
客 10 万人次，实现营收约 100 万
元。

目前，梅山的盐碱地蔬果大棚
打出了区域内的名气，树立了市场
品牌形象，并且告别了曾经的分散
经营易陷入市场困境的现状。成片
的蔬果大棚，组成蔬果“共富工
坊”，形成了一道海岛独特的风景
线。下一步，梅山街道还将以生
态、海岛、蔬果、农旅为主题，拓
展海岛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路径，
组织农户接受统一培训，以平台直
播、电商销售等方式促进乡村经济
发展。

生 态 农 旅 建果蔬“共富工坊”

小朋友在田间观察。 （孙吉晶 胡倩 摄）

“ 我 现 在 在 一 家 物 流 公 司 工
作，主要任务是给进口的货物贴上
中文标签。工作按小时计费，时间
相对自由还能赚钱补贴家用。”已
经退休两年的林阿姨告诉记者，身
边不少退休伙伴都像她一样在“再
就业”。

位于梅山街道的中外运物流有
限公司为了应对大量的订单，采
用的是车间流水线工作模式，从
卸货到叉车运输、贴上标签、放
置到货架等一系列流程，都需要
大量人手。“开设仓库车间共富工
坊，一方面是为应对货物集中时
人手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安置本土剩余劳动力，让退
休的阿姨们有一份额外收入。”公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干得勤
快的阿姨一个月能领到 8000 多元
工资。

在梅山街道，类似的物流公司
还有很多。在海岛的另一边，还有
一家本土私营企业也做着同样的事

情。“每年我能赚两万元左右额外收
入，过年给孙子孙女的压岁钱都在
了！”在北仑通州农业水产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的李阿姨笑眯眯地说道。

“干了很多年啦！企业很照顾我
们这些老人。我们是双向奔赴，相互
需要！”李阿姨告诉记者，她在公司
工作已经 20 年了，公司里像她这样
的老员工还有不少。每逢过年公司都
将迎来海产品销售的旺季，需要大量
的人手开展海产品制作。

“公司卖得最好的是鳗鲞，但其
制作不易，从清洗、剖鳗、腌制、晾
晒等都有讲究。我们现在找的都是村
里的退休工人，一方面他们技艺熟
练，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能给附近村
里乡亲一份额外的收入。”刘康伟是
北仑通州农业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在企业有能力
的条件下，安置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以
回报社会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况且
老员工更能严格把控产品的品质，这
样也能增强公司在市场的竞争力。

余 缺 调 剂 创车间“共富工坊”

“企业除了盈利外，更要担起
社会责任，而建立工疗车间可以为
残障人士提供一个支点，帮助他们
找到生活的新希望，提高生活质量、
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企业回馈社
会的重要举措。”宁波北仑金冠童车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峰说道。

据了解，宁波北仑金冠童车有
限公司已与 11 名中轻度残疾人签
订了劳动合同，让他们一边进行简
单劳动，一边进行康复训练。车间
内的岗位都是残疾人可以胜任的质
检、塑料件毛边修剪等工作。

当前，北仑的企业创办工疗车
间能享受税收优惠，还可以同时
申请残疾人之家，残联将给予运
作 经 费 每 人 每 年 6480 元 。“ 虽 然
政策有一定的优惠，但车间筹建
的投入，加上要支付每人每月最
低 2010 元 的 工 资 、 上 缴 社 保 医
保，还要照料安排好员工的吃饭
午 休 、 康 复 训 练 和 娱 乐 放 松 等
等。相比招收健全员工，要更费
心。所以关键还是要企业主对残疾
人有爱心。”梅山街道残联相关负
责人林金德说道。

为办好这个特殊的车间，王立

峰已先后投入几十万元，专门辟出了
200 多平方米的专用场地，设立了一
个独立车间，并设置了作业区、休息
区、医疗卫生室、员工餐厅等多个功
能区域，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康复、技
能培训、教育工疗、生活训练等全方
位配套服务。在工疗车间内，残疾人
职工不仅能靠自己的劳动获取工资报
酬、接受专业医生的定期随访，还能
在工余时间进行康复训练。

此外，梅山街道还成立了“彩梅
之家”，内设工疗车间、娱乐室、康
复室、心理辅导室、爱心超市、助残
志愿者培训室等功能室，为就业年龄
段的智力、精神和多重残疾人提供日
间照料，以及康复训练、技能培训、
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助残志愿者培
训等公益性服务内容。目前，“彩梅
之家”已接纳了 27 名精神、智力及
肢体残疾人。

梅山街道通过一系列举措探索搭
建 “ 共 富 工 坊 ”， 既 增 加 残 疾 人 收
入 ， 降 低 他 们 的 复 发 率 和 再 住 院
率，减轻了监护人的负担；同时，也
让中轻度精神残疾人通过参与社会劳
动，逐步融入社会，实现托养服务与
辅助就业双轮驱动。

爱 心 接 力 搭阳光“共富工坊”

记者 孙肖 通讯员 沈琼云 叶璐燕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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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湾蔬果恬园俯瞰图梅山湾蔬果恬园俯瞰图。。

梅山水浒名拳表演。

暑期亲子研学活动走进梅山狮文化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