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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下午2点左右，宁波人的朋友圈突然
热闹起来！大家在热传：“有人在梅山一带看到成群
海豚，而且还有视频为证！”此事当真？本报记者迅
速就此进行核实。

梅山海域惊现一群海豚
“这个视频是我拍的，确实看到海豚了！”记者辗

转联系到梅山街道农办副主任骆文正。他告诉记
者，16日上午9点左右，他与同事一行三人在梅山街
道盘峙码头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偶然在海里看到
五六只海豚！“肉眼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海豚在海里
追逐嬉戏，时不时还将背部露出水面。”

据介绍，当时海豚所处的位置离码头只有20-
30米，“我们在现场看了大概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海
豚一点也不怕人。后来因为附近有海事船经过，它
们这才离开。”

记者了解到，梅山街道盘峙码头是个废弃码头，
平时周围环境较为安静，一些梅山的老人表示此前
在这一带也曾多次看到过海豚。但总体而言，在此
看到海豚属于偶然现象，“梅山街道盘峙码头海域没
有护栏，如有好奇前往的市民游客，一定要注意安
全。”梅山街道办事处人士提醒。

海豚缘何隔三差五光临宁波？
这并非首次在宁波海域看到海豚。我市渔政工

作人员常年在宁波沿海海域巡查，据介绍，在宁波沿
海海域以及外海海域，偶尔可以看到海豚。很多时
候只能看到一两只，但大批海豚出现的情况是极少
见到的。宁波海域海豚出现次数最多的要数渔山岛
海域。今年5月份，就有渔山岛渔民和海钓游客看到
海豚出没，有几只海豚甚至游到船边和海钓爱好者
抢鱼吃。

该工作人员表示，杭州湾周边地区以及象山港
等地除了海豚，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外形和海豚
很相似，但更为珍贵的江豚。江豚一般都是在水下
游动，一般不会跃出海面。

今年65岁的宁波渔民林梅宏告诉记者，30多年
前象山港口一带经常能看到海豚，但渐渐地海豚便
不再出现了。近几年，在海上捕鱼看到海豚的次数
又多了起来，但数量较少。

记者了解到，海豚一般在福建、广东等地较多。
近几年，宁波渔民在东海也多次误捕到海豚，不过大
都被放生回大海。“海豚作为国家级保护动物，对水
质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也是衡量海洋生态环境的
活指标。近年来，宁波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清理海上
垃圾，全力推进蓝海整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豚
群重现意味着宁波海洋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宁
波市农业农村局渔政工作人员曾钢说。

记者 谢舒奕 鲁威 通讯员 沈琼云

慈溪周巷、龙山、新浦沿海一带，基本上家
家种瓜。施建忠是老瓜农，挑西瓜是行家里
手。怎样挑到好吃的本地西瓜？让老施指点一
二：

1.瓜藤要弯，略有细毛，色泽鲜艳，瓜形圆
润。

2.敲瓜听声辨生熟，是有道理的，熟瓜声音

清脆，生瓜声音闷响
3. 想要好吃又保存时间久的就挑头藤瓜

（藤蔓上的第一颗瓜是瓜农最爱），头藤瓜有点
畸形，皮厚，中间略有空心，但瓜甜爽脆，存放时
间久。

4.大雨过后采摘的西瓜尽量少买，水分太
大甜味少。

慈溪周巷有这样一群抛瓜工
10多斤重的西瓜

像篮球一样抛接传送

本地露天西瓜6月底上市，现在已进入销售旺
季。本地西瓜皮薄味甜，尤其是慈溪周巷、龙山、新
浦这一带，靠海的盐碱地适合西瓜种植，基本上家家
户户都种西瓜，少则几亩，多则上百亩，慈溪的西瓜
还卖到北京和上海。

随着西瓜大面积种植，抛瓜工应运而生。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路湾村的谭六十，今
年51岁，早几年也种了大片的西瓜，从今年开
始，他把土地流转出去，做起了新兴职业农民。

抛瓜工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工种，这几天他
到慈溪周巷镇龙垦场施建忠的瓜地里帮忙。

盐碱地里的瓜田成片，窄的不到10米，宽
的有四五十米。一个西瓜10多斤，一个人一双
手，跑到地里摘个瓜，再折返回地头，一来一去
至少得5分钟，这样效率太低。劳动人民智慧
无穷大，发明了两三人或者十多人在地里接力

“抛瓜”。
隔着4米左右的沟渠，对岸的谭六十将西

瓜轻轻一抛，10多斤的西瓜如同一个大号的篮
球快速飞出，另一侧的瓜农用双手稳稳接住，再
轻轻一带，西瓜便被轻松托在了手中。短短两
三分钟，十几个品相饱满、浑圆的西瓜便稳稳落
在渠边，放满整整一筐。

谭六十说，这个技艺周巷一带的瓜农人人
都会。“小时候在瓜田帮忙，早就练熟了，跟玩一
样，不用想，凭感觉伸手就能接到。”

“抛瓜最重要的是熟能生巧，两三个人，十
多个人都可以。”施建忠今年种了100多亩西
瓜，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临时找人帮忙采瓜。

“这和工地上抛砖的技术要领差不多，抛瓜
工有的是本地瓜农，有的以前在工地上干过，抛
接技术很过硬，几乎不失手。”施建忠说，这个
活，没练过干不了。

一个西瓜10多斤，最大直径超过25厘米，
相当于大号篮球，成年人双手合抱才能够托
住。快速抛接中，这个重量、体型的西瓜，速度

也不容小觑，一不小心，便会摔个稀巴烂。“要是
硬生生接住，瓜皮薄的表皮没裂开，里面也会有

‘内伤’。”谭六十说，接得准是基本功，抛接还要
用巧劲。

“托住西瓜，顺着瓜的运动轨迹，往下一
滑，给它一个缓冲，再抬起手抛的时候，手腕使
力，从低到高，抛出一个弧度。”谭六十说，他凌
晨三四点钟起来到地里，做到九十点钟，休息
一下，一天采摘近6个小时，一个月能挣四五
千元。

有客户想下瓜田看看，被施建忠拦住了。
“不懂瓜的人下了田，万一不小心踩着瓜

蔓，把瓜藤踩坏了，藤上的瓜都要坏掉。”施建忠
说，这也是需要抛接西瓜的原因之一。

“抛瓜工熟悉进出瓜田的路径，一片瓜田，
一般两三个抛瓜工进去采摘，在瓜田找好落脚
点，尽量少移动，合力抛接减少工序，效率也高，
还能保证瓜藤的完好。”施建忠说。

因为雨水增多，今年西瓜产量比往年减少了
一半。施建忠100多亩的瓜田，去年亩产6000
斤，今年亩产3000斤，但价格没怎么上涨。

“零售为主，也有批发的，价格都一样，1.30
元-1.50元一斤，慈溪西瓜已经卖到了上海北
京。”施建忠说。

记者问起种西瓜的收入，施建忠摆摆手说：
“我这个说不准，不算数。”

“三分之一都送人了，给朋友送一些，给部
队和环卫工也送一些。”施建忠说，他以前在部
队当过兵，对军人有感情；而环卫工人烈日当头
打扫卫生，很辛苦，“今年准备7月底把西瓜给
他们送过去。”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应雪飞

又有海豚
到宁波“撒欢儿”
五六只海豚在梅山海域现身

两三个抛瓜工合力抛接
3分钟10多个西瓜放满一整筐

10多斤的西瓜像篮球抛接传送
熟练工几乎从不失手

抛接西瓜不但能提高效率
还能最大程度保证瓜藤完好

懂瓜的都喜欢吃头藤瓜 大雨后采摘的西瓜少买

■小贴士

从不失手

抛瓜工正在抛接西瓜。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