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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海水养殖产业，走有
自己特色的农旅融合之路，高
泥村是有足够底气和人气的。

2016年，高泥村乘上宁波
市“斑斓海岸”精神文明示范
线建设东风，全面开启打造美
丽乡村示范村新模式，先后获
得省文明村、省3A级旅游村
庄以及市千村绿化示范村、市

“最洁美村庄”20强等荣誉。
“军港遗址”历史景观公

园、特色休闲小公园等16处特
色小景观点缀在村庄各处，沿
着溪坑打造的休闲亲水步道，
可以在村里绕上一圈，村里家
家户户都打造了特色庭院，墙
内墙外鲜花点缀，绿树成荫。

高泥村的宜居环境也吸

引了投资人的注意，600亩的
“里海荷塘”，育有观赏荷25
亩、74个品种，食用荷210亩，
让高泥村成了夏日的“网红”。
据介绍，“里海”工程将会是集
精品民宿、餐饮、观光娱乐、科
普体验、文创摄影等多功能一
体的农旅综合体项目。

以精品民宿“安澜别院”
为样板，高泥村培养打造了10
多家民宿，全村去年共接待游
客4万余人次，尤其是去年6
月，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工作会议在象山召开，高泥
村是其中一个参观点，受到了
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也让高
泥村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前来
学习取经的团队络绎不绝。

未来可期，朱中华说，以后
高泥要让更多人尝到“乡味”、
留住“乡忆”、记住“乡愁”。

记者 戴晓燕

这是野菰的花。作为一年生寄生植物，
人们只有在它开花时才能一睹芳容。

“长”在五节芒的根部，平时都是“躲”在
地下生长，唯有在开花时，才让人一睹芳容，
这就是“不劳而获”的好手——野菰。眼下
正是它开花的时节，在五节芒的根部，那些
开紫色小花的就是。

在奉化区尚田街道正在施工的葛岙水
库上游山谷里，拨开一大丛五节芒，在靠近
根部的位置，可以看到它正在努力开花，花
小巧，呈紫色，倒也养眼。

用“长”来形容野菰，可能太高看它了，
它可是“不劳而获”的好手：作为列当科的一
年生寄生植物，它通常寄生在禾本科植物的
根部；由于本身不含叶绿素，生长发育所需要
的所有营养物质，全是从寄主植物体内获得。

也正是因为本身不含叶绿素，凑近前
瞧，就会发现野菰的植株整体呈现黄色调。

在宁波的野外，真正的寄生植物并不多
见，野菰却是相对多见的。为了谋得一线

“生机”，野菰动了不少脑筋：它的雌蕊子房
很发达，内有大量细小的种子。通过显微观
察，种子直径仅有0.3毫米。一个花朵的子
房内，有上万枚种子。或许这正是它的“生
存策略”之一，以量取胜。

野菰的花萼也十分有个性，从外形和功
能上看，就是一个苞片。当花还是花苞时，
花萼会将花冠完全包裹在里边；等到要开花
时，花萼会从下方裂开一条缝隙，让筒状的
花冠从中伸出；花开后，花萼宿存又可以保
护子房正常成熟。

野菰的全草还是一种传统的药用植物，
可用于咽喉肿痛、咳嗽、小儿高热、尿路感
染、骨髓炎、毒蛇咬伤、疔疮和肿瘤等方面
的治疗，主要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林海伦

“如果早几个月来，我们村里会更热闹一些，600亩‘里海荷塘’里荷花盛开，岸边游客络
绎不绝。”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华说。

10月2日，记者来到高泥村。只见村道宽敞，村舍漂亮。村里比较安静，只有零星几名游
客，与那些“热闹”的村庄有些不一样。似乎看出了记者的疑惑，朱中华说：“我们村的主要产
业是养殖，村民的生财主业基本都在海上。”

象山高泥村：做强“浙江网箱养殖第一村”

面朝西沪港，有“网箱养殖第一村”美誉

过了象山港大桥，从象山
北下高速，马上就到黄避岙
乡，高泥村就在黄避岙的西南
角，西临象山港，南面是西沪
港，北靠黄大山，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就“靠海吃海”，也因
此成就了“浙江省网箱养殖第
一村”的美名。

“以前，除了交通不便外，
高泥村人靠海吃海，老百姓的
生活还是不错的，养海带、紫

菜，跑运输船，出门讨生活的
人比较少。”朱中华说。

西沪港养殖有着悠久的
历史，1987年，象山确定西沪
港为海水养殖试验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养
鲈鱼到养大黄鱼，经历了技术
改进、网箱改造，高泥村人真
正实现了致富奔小康。

“最多的时候，我们全村
280户人家，有180户从事海

水养殖。现在，我们网箱养殖
的鱼类以大黄鱼为主，包括鲈
鱼、美国红鱼等20多种。2008
年，我们村被确定为‘浙江省
网箱养殖第一村’，加上海塘
养殖的梭子蟹、对虾等，目前
海水养殖面积达3100多亩，
年总产值过亿元。去年村民人
均收入超过4万元，养殖户户
均收入超过20万元。”朱中华
介绍。

做透做强，高泥村专注优势特色产业

“哪里可以买到你们养殖
的大黄鱼啊？有鱼鲞买吗？能
不能去网箱养殖基地看一
下？”记者接连发问，对那片海
实在有太多好奇。

朱中华哈哈大笑：“你问
的问题，也是来我们村游客问
得最多的。现在我们正在努
力，打算做精海水养殖产业，
把产业链做长、做透，将养殖
和观光旅游结合一起。”

朱中华说，因为网箱养殖

不适合零星抓捕，又在远离村
庄的海港里，对游客来说有点

“可望而不可及”，但以后，这
种情况会有所改变。

“我们已经搞了两届‘大黄
鱼美食节’，很受游客欢迎，今
年因为疫情没有搞。‘大黄鱼美
食节’让更多人认识了高泥村，
认识了高泥村的大黄鱼。”

“明年，我们打算改造鱼
排，打造一个海上田园综合
体，将单一的网箱养殖逐渐向

多样化旅游养殖转变，这样就
可以把游客带出海，带到鱼排
上体验海上垂钓、网箱喂养、
滩涂抓捕等。”

“另外，我们打算规模化
生产脱脂黄鱼，让游客可以看
到我们的活鱼上岸、加工的全
过程。这不仅能延长产业链、
增加产业附加值，而且可以避
免农户手工晒制导致鱼鲞品
质不稳定的问题，从整体上打
响‘高泥大黄鱼’的品牌。”

农旅融合，高泥村有底气有人气

眼下“野菰”开得正艳
它是“不劳而获”的好手
也是“治病救人”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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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泥村农家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