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蔺草-水稻轮作”模式，简
言之就是“一季蔺草、一季晚
稻”。每年6月底至7月初，人
们在收割后的蔺草田里播种晚
稻；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晚
稻成熟收割后，开始又一季的蔺
草种植，如此循环往复。

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古林茂新村党总支书记林
忆聂告诉记者：“这种循环的结
果是，种植蔺草后的土壤得到改
善，与水稻种植所需的营养形成
互补。一般来说，蔺草茬晚稻比

常规连作晚稻亩产高出100公
斤以上，且比常规单季稻风险
小。蔺草与水稻的轮作，不但蕴
含着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
理念，更体现了古代古林人的聪
明才智，是民间智慧的结晶。”

古林，旧称黄古林。当地有
俗语“水稻是米缸，蔺草是钱
庄”，显示了蔺草和稻米对古林
人生活的重要影响；古林还有农
谚“一年蔺草，二年大稻”，反映
出“蔺草-水稻轮作”模式历久
弥新的传承。

古林镇三星村芦家桥史前文
化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和炭化草
席碎片表明，5000年前古林先人
就已种植水稻，并利用野生草料
编制草鞋、草帘、蓑衣和草席等。

作为中国蔺草的发源地和主
产地，早在春秋时期，古林人就掌
握了蔺草种植和编制技术。唐开
元年间，宁波席草已经销往朝鲜
半岛。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
古林一带有广德湖，多生蔺草，可
编席；其地逢农历三、七、十的集
市，同时也是草市和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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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家户户编草席，
但现在全村会手工编席的人屈
指可数。”古林镇仲一村省级非
遗项目“黄古林草席编制技艺”
传承基地第三代传人马颖颖认
为，应该对草编技艺加以保护，
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承
千年的手艺前途堪忧。

目前，黄古林草编博物馆已
被列入宁波市级非遗传承基地。
此外，海曙区还在仲一村设立了
省级非遗“黄古林草席编制技艺”
传承基地，重点扶持村内剩余的

手工编制户，通过成立草编合作
社、贴资金引入新品种草秧、聘用
农技人员、在镇中心小学设立教
学传承基地等一系列措施，保护
传承这项非遗。

从2015年起，古林镇每年
推出米食节，深挖传统米食文
化，结合当地特色民俗以及廉、
孝、礼、义文化，打造独具地方特
色的民俗活动，搭建平台展示悠
久农耕文化。

此外，古林冬耕开犁文化节
已经举办了好几届，祭太岁、唱

大戏、牛上轭、人开犁，恢复当地
百余年的“冬耕破土祭太岁，上
轭犁田翻冬土”传统习俗。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庆文认
为，对农业“非遗”的保护已经成
为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利
用与传承的重要工作，农业文化
遗产应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在保持核心内涵不变的
前提下，充分发掘其现代价值，
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

记者 陈晓旻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宁波导演安建
执导的话题剧《安家》热度刚退，荧屏上一部
青春成长剧已露爆款相，这就是由张新成、
吴倩主演的《冰糖炖雪梨》（以下简称《冰
糖》）。该剧讲述“速滑少女”在大学校园重逢

“冰球男神”，共同追逐冰上梦想的路上，两
人收获真挚爱情的故事。至昨晚，《冰糖》已
上线12天，在卫视播到22集，收视率连日
夺得第一，热度居高不下，豆瓣7.6的评分也
是今年以来上星剧的最高分，高出《安家》
1.4分。

一些观众点评这部电视剧有许多优点，
比如从第一集开始就老老实实讲故事，剧情
不拖沓还很吸引人。故事背景设置在大学校
园中，主角面临的社交难题、未来迷茫、恋爱
等种种细节，都给予观众很强的代入感。

另外，两位主角的表现可圈可点，饰演
学生没有丝毫违和感。吴倩出道至今以演甜
宠剧居多，张新成在《你好旧时光》和《大宋
少年志》中担纲的两个角色都颇具少年感，
阳光帅气的长相令他加分不少。

当然，该剧的缺点也同样鲜明。有观众表
示，从目前播出的内容看，还是没有跳出同类
型的甜宠剧套路，而作为一部运动竞技题材
的剧，《冰糖》还缺少一丝激情和热血。

这几年，甜宠剧简直风头无两。《亲爱
的，热爱的》中的童颜夫妇，《下一站是幸福》
中的元宋夫妇，《双世宠妃》中的坦诚夫妇，
《萌医甜妻》中的节气CP……哪一对不是热
度加话题？像《下一站是幸福》中的宋威龙更
是演完就冲上了顶流。再看《亲爱的，热爱
的》76.7亿播放量，《锦衣之下》话题下240
亿的阅读量、1190万次的讨论，都在证明甜
宠剧市场可期。

资深剧迷晓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甜宠剧多用新人，成本低、体量小，拍起来不
难，导致近期呈扎堆现象。但数量的激增也
产生不少后遗症，“同质化、模式化、缺乏逻
辑、内容空洞等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观众的
情感需求不断提高，但剧目没有跟上，最后
产生审美疲劳。比如《双世宠妃2》为了撒
糖，吻戏片段高达42场，无关剧情需要，不
分时间地点。还有《忘记你，记得爱情》，简直
就是《王子变青蛙》的翻版。”

某网络平台宣传负责人高先生表示，甜
宠剧并不意味着低门槛，“调查发现，如今爆款
甜宠剧背后的受众人群不仅仅局限于低龄女
生，还有高知女性，所以我们在选择此类剧目时
更偏向精品化、有营养的作品。我们想看到又
甜又有内涵的甜宠剧出现，更希望能有多种
类型的剧百花齐放。毕竟糖吃多了，会齁。”

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

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单

蔺草-水稻轮作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

糖吃多了会齁！
《冰糖炖雪梨》热播
业内期待百花齐放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单，全国共27项，宁波黄古
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入选。
此次浙江共有4项入选，数量
居全国之首，其他3项分别是：
安吉竹文化系统、黄岩蜜橘筑
墩栽培系统、开化山泉流水养
鱼系统。

春天里，记者走进海曙区
古林镇茂新村，只见一望无际
的蔺草在田间随风起伏，蔚为
壮观。这一悠久的宁波农耕
文化遗产已经延续千年。

收割蔺草收割蔺草。。 记者记者 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