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

A07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徐哨

在鄞州区瞻岐镇，紫菜养殖已有半个多
世纪的历史。这两天，瞻岐附近的浅海上，一
排排紫菜漂浮在海面，工人们驾着船，有序地
收割紫菜，这是当季紫菜的最后一茬收割。
养殖户李光珠正跟随丈夫柴军波出海。每年
紫菜收割从10月持续到次年2月，长达4个
多月。每季的头茬和最后一茬，夫妻俩都会
亲力亲为。

“头茬紫菜品质是最好的，但操作很关
键，关系到接下来几茬紫菜的品质。”李光珠
说，在采收最后一茬紫菜的同时，还要检查养
殖区域的设施设备和水域情况，赶在下一季
育苗前完成修复更新。

在海上收割紫菜，有专用的船。将绳网
平整地套到船上，船往前行驶，绳网上长长的
紫菜就会被收割到船里。说话间，一艘收割
船已经满载而归，工人们把新鲜紫菜用网袋
分装，搬运上车，它们将被运送到紫菜加工基
地，进行清洗、脱水、烘干。

李光珠养殖紫菜已近30年，她和丈夫柴
军波也是因为紫菜而走到了一起。现在“妇
唱夫随”，相当默契——柴军波在海上负责育
苗养殖和技术把关，李光珠则主抓收割后的
加工、包装等工作。在这片养殖海域，夫妻俩
慢慢将“藤叶紫菜”这块招牌打出了名堂。

每年10月，头茬紫菜出水，市场供不应
求。“头茬紫菜多采用自然晾晒，在光照下自
然风干的紫菜口感细腻，能更好地锁住鲜
味。”李光珠说，紫菜收割后必须在8小时内
完成脱水，遇到阴雨天，只能选择用机器烘
干。

紫菜从育苗到采收，要经过40多天的生
长周期。通过人工管理，可最大限度地提升
紫菜的色泽和口感。正是这种精细的人工养
护和优越的海洋生长环境，造就了“藤叶紫
菜”鲜嫩清甜的独特口感。目前，“藤叶紫菜”
拥有养殖基地2400余亩，年产新鲜紫菜近30
万公斤，可实行养殖、加工、包装、销售一体化
作业。

“我们都是瞻岐人，从小看着父辈养紫
菜、晒紫菜。紫菜对我们而言，承载着更多的
意义。”夫妻俩的养殖基地还是鄞州区巾帼文
明岗，李光珠一直有个共富梦，让家乡的紫菜
养殖业从小打小闹转向集约式发展。这些
年，他们还与宁波大学合作，使“藤叶紫菜”基
地成了该校水产养殖专业的实践基地，在紫
菜养殖增产提效方面共同攻克技术难题。

现在，“藤叶紫菜”基地的不少工人就是
来自村里的养殖散户，还吸引了一些农村妇
女，“她们在这里学到养殖技术，就可以实现
家门口就业。”李光珠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童诗涵 文/摄

去年秋冬之交，早晚温差
大，苏若蕙老人感染了风寒，傍
晚突然发起高烧，她马上在门上
贴了“求救”纸条。正在吃饭的
纪红听邻居说起后，立即放下碗
筷，跑到苏若蕙家里，帮她擦洗
身体，快速物理降温。后来又把
老人送去医院，并联系了老人的
子女。忙碌了几个小时，纪红早
已汗流浃背。

去年12月，纪红感染了新
冠。在家卧病期间，她一直记挂
着楼下独居的苏若蕙。“阳康”后，
纪红下楼倒垃圾时，看到苏若蕙
家的门虚掩着，她预感到是不是
出事了。果然，门上贴着一张求
助纸条：纪红，我不幸感染了新冠
病毒，家里没有药，病得很严重。

纪红赶紧打开门一看，只见
苏若蕙一个人躺在躺椅上，两眼
紧闭，说话有气无力。纪红拿好
医保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
老人搀扶下楼，带着她直奔医
院。过了几天，老人终于好转。

苏若蕙平时患有高血压和
糖尿病，只要在门上写张纸条，
纪红就会帮她去医院配药；早上
去买菜的时候，也会顺便帮老人
捎一些蔬菜和水果……纪红这
几年的辛苦付出，都被社区和居
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作为一名邻居，她能做到这
一步真的很不容易。说实话，有些
事就是连亲生女儿也做不到的。”
一位邻居忍不住夸赞。但纪红说，
老人平安才是她最大的心愿。

照顾苏若蕙，仅仅是纪红参与
社区助老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
小区里有些老人遇到家里没药了、
热水器坏了或者管道堵塞了，以及
一些家庭琐事，也都会想起找纪
红。她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下来，并
找人处理好。

“我喜欢帮助老人。只要还
做得动，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纪红说，经过这几年的照顾，她
早就把这些老人当成了自己的
家人。“他们每次看到我都很开
心。如果好几天没见到他们，我
也会感到不安的。”纪红说得很
实在。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江宁 贺梅贞
实习生 李睿清 文/摄

风雨几十载
小紫菜孕育共富梦

“阿姨，几次来看您，未能敲开门。您好吗？有什
么需要尽管找我……”

“我很好，请放心。谢谢牵挂！”
昨天，海曙区白云街道丽雅社区丽雅苑小区一户

居民家的大门上，出现了两张字条。两年多来，这样
的“无声对话”，几乎每周都会在这扇大门上“上演”。

写字条的其中一人是丽雅
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今年73岁的
纪红；“阿姨”则是她的老邻居，
今年90岁的苏若蕙。她俩的缘
分要从2016年说起。

那个时候，纪红经常参加白
云街道丽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志愿服务，在和包片网格
员上门走访独居老人的过程中
认识了苏若蕙。因为住在同一
幢，有事经常联系，一来二去，两
个人就这样熟悉了。

两年前的一天，纪红带着慰
问品前去看望苏若蕙，敲了好长
时间的门都没人来开，但从窗户
望进去，老人明明就在家里。直
到后来老人开了门，纪红才知
道，原来苏若蕙有很多基础疾
病，最近身体每况愈下，耳朵更
是几乎听不到声音了。

苏若蕙年纪大，平时不喜
欢跟人接触。为了及时了解老
人的想法和诉求，纪红想了一
个妙招：经常在老人的门上贴

小纸条，问问她有没有什么地
方不舒服，或者有什么事情需
要帮忙。

从此，苏若蕙但凡有什么想
法和问题，就会直接写在纸上。
第二天出门前，纪红会特意绕到
苏若蕙家门口看看是否有回
复。每周通过“纸上对话”，纪红
不仅能掌握老人的居家安全情
况，也能为她解决一些日常生活
难题。就这样，两年来两人已经
用了上百张纸“交流”。

“只要还做得动，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为及时了解老人诉求，她想到了这个妙招

上百次“无声对话”
温暖独居老人
这个妙招，她用了两年多

苏若蕙老人。

纪红在工作中。

收割紫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