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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王谢雪 严裕成）为了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健康服务，马园社区重新
规划了社区公共空间，开辟设立医疗
服务爱心驿站，积极与辖区医院结对
合作，助推社区为老服务精准化和专
业化。

马园社区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
的传统型社区，社区里高龄老人占比
35%以上，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有一些
老年疾病，对寻医咨询的需求很强
烈。有鉴于此，社区联合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将中医脉理、名医讲座、健康
推拿、康复理疗等内容融入到社区的
服务中，开辟了特色服务区——医疗
服务爱心驿站，为老人提供每周一次
的医疗健康服务。

“我每周都来这里坐坐，听医生给
我们讲讲健康知识，请他们给我搭搭
脉，看看有什么需要调理的。之前睡
眠不良的情况也通过调理好了很多。”
居民张奶奶是医疗服务驿站里的常
客，提起这些医务志愿者，老人赞不绝
口。

据悉，马园社区已与市中医院、方
回春堂等10多家医院、医馆确定服务
合作关系，先后有20多位医务志愿者
来到医疗服务驿站开展服务。今年以
来，服务驿站已开设各类健康讲座20
多场，在医疗服务常态化的基础上，还
融入应季服务，如在冬春交替季为老
人开展血脂检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春季养生保健治疗、艾灸服务等，已服
务居民1000多人次。

在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楼菊珍重整旗鼓。这
一次，她将全部精力放到了生态甲鱼养殖上，养殖规模也
扩大到160多亩。楼菊珍依然坚持甲鱼的高品质，没有
选择可以“速成”的饲料养殖甲鱼，而是认准生态养甲鱼
模式不动摇。那时，她吃住都在甲鱼养殖场，每天收购小
鱼虾、螺蛳作为甲鱼饲料。她还在甲鱼塘里养殖了南美
白对虾，让甲鱼通过吃活虾增加野性。

2014年，楼菊珍又意外发现，本来为了增加收入，在
甲鱼塘中种植的红菱，让甲鱼壳颜色变得更深，外观也更
加好看，使得它们的售价比普通泥塘中的甲鱼每斤高出
50元。受到红菱塘的启发，楼菊珍在更多的甲鱼塘里种
植了红菱、水菖蒲等水草。很快，楼菊珍的甲鱼名气越来
越大，越来越多的酒店主动找上门收购她养殖的甲鱼。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甲鱼堂养水草，楼菊珍还用五
味子、蒲公英等常见中药材来降低甲鱼发病率，同时强化
甲鱼的滋补作用。今年年初，她自创的这套“中药材”甲

培育吃中药材的高品质甲鱼
慈溪“甲鱼妈妈”十多年专注甲鱼生态养殖

从经营有色金属贸易公司到转型养殖甲鱼，由寸草
不生的滩涂盐碱地发展成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十多年时间，对于“甲鱼妈妈”、慈溪桥城生态农庄董事长
楼菊珍来说，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辛酸，但因为自己一如
既往的专注和坚韧，终于迎来了如今年销售额700多万
元的收获。

事情还得从十几年前开始讲起。1998年，楼菊珍跟
丈夫做有色金属生意，每年净赚二三十万元，日子过得轻
松又自在。

不过，这种轻松的生活状态，却在2003年因为一个
偶然的发现被打破。那一年，楼菊珍低价租到一块60亩
的盐碱地，原本是打算用来晒铜的，可她却意外发现，在
慈溪，农户多养殖鱼虾，养殖甲鱼的人寥寥无几，但在当
地很多婚宴上，都会有一道甲鱼做的菜。这让楼菊珍看
到商机，她和丈夫决定先买2万只甲鱼苗，投进眼前的这
片盐碱地泥塘里，请人进行生态甲鱼的小规模养殖。

一开始，她抱着做高质量品牌化农产品的心态，通过
注册商标、制定标准、给员工灌输生态养殖理念等，开始
了这次“农业创业秀”。

转眼到了2008年的收获季。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连
续的大雨，频发的台风，导致她的20多亩养殖塘坍塌，损
失了价值上百万元的成年甲鱼。

一个偶然开始一次跨界

重整旗鼓专注品质甲鱼

每周都有医务志愿者
来社区提供健康服务

马园社区有个
医疗服务爱心驿站

鱼养殖法还使得桥城生态农庄获得了“浙
江省科技养殖示范点”的荣誉称号。

十多年来，凭着对甲鱼养殖一如既往
的钻研和热情，楼菊珍培育出了名声鹊起
的“桥城生态甲鱼”。如今，宁波、杭州、上
海等地许多高端酒店都会上门预订这种在
盐碱地上吃“中药”长大的甲鱼。楼菊珍也
被餐饮行业形象地称为“甲鱼妈妈”。去
年，慈溪桥城生态农庄供应周边高档酒店
近3万只生态有机甲鱼，年销售额达到700
多万元，每只生态甲鱼的价格是温室养殖
甲鱼的五六倍。

楼菊珍表示，她将以此为起点，继续打
造绿色有机农产品，开展生态旅游观光农
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要做盐碱地养
甲鱼的全国第一人，还要做大农业产业项
目，开启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邵滢 张金科 文/摄

楼菊珍手捧生态养殖的甲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