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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宁波暖阳当空，晒
谷场成了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在鄞州区瞻岐镇东一村党
建公园，大片金灿灿的稻谷粒沐
浴着暖阳。阵阵秋风中，身着红
马甲的志愿者用摊谷耙一遍遍
翻动谷粒。

这块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
公共场地，现在成了村民的“共
享晒稻场”。只要提前预约，就
能拥有一块晒稻的“自留地”，还
有志愿者帮忙。

11月15日下午，种粮大户
谢保国骑着三轮车载着30袋稻
谷来到“共享晒稻场”，这已经是
他第三次来晒稻了。3名志愿
者帮他一起将稻谷倒在地上，用
摊谷耙均匀地摊开。

“今年水稻收成不错，有
3000多公斤，这是最后一批稻
谷了！”谢保国今年 71岁，种
了20多年水稻，是村里的种粮
大户。

往年的这个季节，他都要为
晒稻的场地而发愁。“往年，我们
一般都在沿山公路或东一村大
会堂晒稻谷。这个季节，都要
早早抢位置，哪里有空地就去
哪里晒，连马路都不放过。”今
年，瞻岐镇推出“共享晒稻场”，
这让谢保国喜出望外。“有这么
大的地方给我们晒稻谷，实在太
方便了！”

在“共享晒稻场”的宣传栏
上，写着管理办法，诸如“有序晾
晒、文明晾晒”等都列入其中，每
天的预约人信息和预约时间都
一目了然。晒稻场还装扮了稻
草人景观小品，成了东一村新的
打卡点。

谢存国是东一村志愿者，最
近他每天都会去“共享晒稻场”帮
忙。“基本上每天能满足五六户
村民同时晒稻，3名志愿者现场
服务，主要帮村民定时翻晒，及
时收起来。”

“现在天日短了，上次我有
事耽搁回来晚了，幸好有志愿者
帮我收稻谷，还都打包好了，这
服务太好了！”村民谢保国说，这
样的“共享晒稻”大大方便了村
民，大家每天都抢着预约。

就在上个月，瞻岐镇刚刚成
功创建省级农业强镇。今年，全
镇晚稻种植面积近7000亩，产
量480万公斤。考虑到传统的
晒稻谷方式不仅影响环境卫生，
而且容易出现占道堆放。11月
初，东一村想出了“共享”模式，
集中开辟场地晒稻谷。下一步，

“共享晒稻场”将升级为“共享农
场”，推广到全镇17个村，集中
晾晒稻谷、黄豆等农作物，让农
村既保留原汁原味的风貌，又能
共治共建共享。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童诗涵

深秋时节，镇海九龙湖镇迎来
了收获的时候，垂钓、采摘、乡村体
验游……近年来，九龙湖镇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因地制宜提升农业品质和农田附加
值，逐步探索出一条“立体种养+农
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龙虾吃虫，水稻养虾子，稻的米
质提升了，虾的肉质也紧实了。”这
几天，九隆望稻农业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竺懂和俞利君忙得不可开交。
秋风吹，稻花香，千亩稻田正值收割
好时节。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
新育的龙虾也长势良好，收获了许多
订单。

随着全镇全域旅游项目的开发
建设和高标准现代化农业的推进，
原本只靠种稻卖米赚钱的两口子，
尝试着搞起了“稻虾共生”；原本生
长在海水里的澳洲小青龙，在农业
部门的指导下，品种改良，如今实现
了淡水养殖。竺懂大胆尝试，将龙
虾投放进稻田，养虾和种稻同时进
行——“稻虾共生”带来除草、驱虫、
肥田等方面的优势，让稻田不用施
肥、不用打药就能种出口感上乘的
稻米。

连片丰收的稻谷和肥硕稀有的
龙虾，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
的游客。“一眼望去，金灿灿的水稻
非常漂亮，还有很多白鹭，随便拍一
张都是大片。”11月16日，爱好摄影
的蔡先生跟着几个朋友，来到九龙
湖镇的稻田里拍照游玩，还能体验
垂钓、割稻等项目。

在“立体农业”模式的加持下，

竺懂承包的这片稻田不仅粮食产量
上去了，还带来了农旅方面的增效
发展。如今，九龙湖的农田环境令
人流连忘返，农户们的“钱袋子”也
鼓起来了。

在九龙湖镇磨石头山，深山村
落中藏着一个宁波最大的板栗园
——陆姐姐板栗园。这片近200亩
的板栗园里，种植着千余棵板栗树。

走近这些板栗树，有人惊奇地发
现，它们并非普通的板栗树，可以清
晰地在树干、树杈上看到一些浓密的

“小树丛”——板栗树上竟长着有“中
华仙草”美称的铁皮石斛。

“为模拟野生石斛自然、健康的
生长环境，我们通过仿生栽培技术，
将石斛种在了板栗树上。板栗树在
汲取土地养分的同时，也滋养了树
干的石斛。有顾客反馈，感觉这里
的石斛尝上去还有些板栗香。”板栗
园负责人陆向华说。

与大棚种植不同的是，种在树
上的石斛是让它自然生长的，而在
树下，还养殖着一群土鸡。树上掉
下来的板栗腐烂会长虫子，而树下
的鸡群就负责吃这些虫子，在一定
程度上也预防了虫害，从而形成一
个绿色、立体的生态循环。

如今的九龙湖，每到节假日，游
客们都能体验到各项特色农事项
目，品尝到当季特色的新鲜农产
品。立体种养、农旅融合齐头并进，
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
山”，让老百姓收获满满幸福感。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颜宁 岑思懿

预约集中晾晒稻谷
每天有志愿者服务
“共享晒稻场”让村民喜出望外

九龙湖镇虾稻田喜获丰收。 记者 郑凯侠 摄

水稻田里养龙虾 板栗树上种石斛 农田美景引游客

“立体种养+农旅融合”
让九龙湖镇农户尝到甜头

昨天上午，一辆383路公交车
缓缓驶进江北区慈城镇毛力村，在
半山“招呼站”，村民们一招手便可
以坐上车，终于在家门口就可以“说
走就走”了。记者从市公交集团获
悉，具有“招呼站”的公交线路，目前
宁波有11条。

据了解，毛力村和镇海区九龙
湖镇汶溪村依山而建，距离市区20
多公里路，村里老人比较多，其中不
少腿脚不便。383路毛力支线由毛
力开往公交骆驼中心站，始发站设
置在村委会旁边。目前，市公交集

团镇海公司结合公司线路运营实际
情况，再次对毛力支线进行现场实
地踏勘，最终决定增设半山、姚家
两个“招呼站”，最大限度地方便村
民出行。

目前，设有“招呼站”的公交线
有：官山河地铁接驳线、海晏北路地
铁接驳线、洪大路地铁接驳线、客运
中心站地铁接驳线、丽江路站地铁
接驳线、鄞州客运总站地铁接驳线、
宁波大学勤学线、微37路、宁波大
学地铁站接驳线、永旺村便民专线、
383路。 据宁波发布

家门口招呼下就能走！
宁波现有11条设有“招呼站”的公交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