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企业
了解村企共富路

“虽然谢家路村只是个村庄，
但是这个村子规模却不小，各种产
业发展也很好，其中还有年产值上
亿的企业呢，而且不止一家！”谢家
路村村民自豪地向调研团队介绍。

7月26日，由浙江万里学院老
师戴瑶瑶领队的“携光行万里队”，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走访了余姚市
泗门镇谢家路村的一些企业，队员
为这个村庄的“硬实力”而惊叹：

“这也太厉害了！”
“原来‘红美人’不仅能吃，还

能拿来做月饼和酒！”在余姚首家
“红美人”柑橘基地——新新大陆
科技农业园区，队友们不禁感叹！

在基地负责人丁见西的带领
下，调研团走入种植园。队员很快
发现了一个现象：一些“红美人”柑
橘的大棚前都悬挂着不同的企业
名和人名。丁见西介绍说，这是果
树认领，许多家庭和企业会用一定
的费用认养一棵树。“从2017年至
今，已有近50个家庭认养了果树，
也有许多企业常来这里开展小型
活动，我们也摸索更多的领域，开
展文化、旅游方面的活动。”

调研团还来到了谢家路村休
闲渔庄，这里也是宁波市首家实现
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的养殖
场。渔场主宋庆苗介绍，现在养殖
技术是不断升级换代，如今已经实
现自动化养殖，比如养殖池内的含
氧、换水、消毒等都可通过手机
APP进行操作。如此智能化的设
备让调研团开了眼界。

最后，调研团队还走访了村里
企业宁波迪亚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了企业状
况，并参观了车间。“我们主做插线
板、插座等。产品主要出口欧美。
虽然是相对基础的制造产业，但是
为了提高竞争力，我们也不断推陈
出新，一年就要研发二三十款产
品。至今，已经有几百款产品。”企
业负责人杨单熔说。

“没想到小小的插座、插线板，
还藏着大文章！”队员兴致勃勃，接
连发问：“公司目前有多少专利？”

“我们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是什
么？”“在所在市场中占多少份额？”
企业负责人也一一做了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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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自从“乡村 π计划——乡
风文明大调研”第二批8支队
伍进驻村庄以来，调研队员
们马不停蹄，了解村庄的村
情村貌，探寻村庄的共富路
径。入驻余姚市四明山镇北
溪村的队员们，还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为村民制作
一面笑脸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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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东吴镇三塘村生态环
境特别好，当地紧紧围绕文旅特
色展开规划。7月26日，“三塘觅
新队”走进了该村研学基地，通过
实地走访为乡村文旅发展建言献
策。

当天下午，在导师们的带领
下，“三塘觅新队”来到该村一家研
学基地——拾光生态谷。该基地
位于村里的北山半坡，这里三面青
山，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在基地里，队员们看到项目
设施多样，有草地茶座、游乐项
目、烧烤区、拾光餐厅等，基地里
还养了一些土鸡和山羊，供游客
购买和观赏。

“我们基地还有水蜜桃、杨
梅、西瓜等四季水果，供游客采
摘。”该基地负责人张仙丽说，“基
地从2020年投建，目前整体运营
情况良好，但还在进一步完善和
调整。希望能吸引更多客流，挖
掘和整合更多当地的农旅资源。”

队员们边走边看，首先对该研
学基地进行了仔细了解，随后与相
关负责人一起进行座谈交流。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么好的
生态环境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
更多游客来了都能说好！”带队导
师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李义杰
说，生态环境好是一大优势。但
目前主要还是承接研学、团建项
目，对于拥有50亩土地规模的基
地来说，内容还是比较单一，可以
进一步丰富服务项目，增加盈利
点，打造有记忆点的特色，加强宣
传推广，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吸引
更多游客。

学生队员也进行了发言。队
员们建议，三塘村可以进一步依托
天童核心景区，加强整合周边各项
文旅资源。让游客来到东吴镇能
呼吸到好空气、看到好风景，也能
感受深厚的人文风貌，吃到地道的
美食，最后还能留下来住上几天，
将三塘村的文旅名片擦得更亮。

为村民们
留下“最美笑脸”

“阿婆，和阿公贴紧些！对，牵
着手！”

7月26日，在余姚市四明山镇
北溪村，“北溪并流分队”的队员们
为80岁以上村民拍照片，72岁阿
婆唐月彩和81岁阿公卢金礼，在
自家门前拍了一组合影。

阿公阿婆牵手那一刻，阿婆如
少女般害羞得低下头，笑得很开
心。这是两人结婚50多年来第一
次拍专属于两人的合影。

当天，调研团队员方楚文提议
给“爷爷奶奶拍张合照”，话音刚
落，阿公就摇手要躲闪，阿婆则害
羞地低下头。

“年轻时穷，哪会去照相馆哦，
没有照片的。”阿婆唐月彩说，两人
结婚时没有拍照，拉扯三个女儿长
大后，拍照虽然方便了，可手机不
会用，照片拍的大多是全家福。“这
么多年了，找不到两个人的合影。”

“奶奶笑起来真好看，爷爷穿
着白衬衫，是个帅老头。两个人在
一起多好看啊。”队员们逗得阿公
阿婆笑开怀，两个人越靠越近，牵
手那一刻，“咔嚓”留下了美好瞬
间。

余姚北溪村位于四明山腹地，
常住人口400多人，大多是老年
人。进村第一天，村支部书记卢爱
华就提了个想法：“能不能给我们
村80岁以上的老人拍张照片？”调
研队毫不犹豫答应了！

为了能拍下老人最好的一面，
大学生带上专业相机上门拍照。

“爷爷，你身体好健朗！来，坐
在祖屋门前给你拍张照片！”

“阿婆，你拿着这张年轻时候
的照片合个影！”

……
大学生们用心设计场景，引导

老人用最舒服的状态留下影像。
“和他们交流拍照的过程，也

是了解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发展
历程。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发展痛
点，我们的调研也会更深入。”浙大
宁波理工学院学生方楚文说。

调研结束前，“北溪并流分队”
会把照片冲印装裱作为礼物送给
老人，也会把调研期间拍摄的村民
照片制作成笑脸墙，留在村里。

如何将三塘村的文旅名片擦得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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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岁阿婆唐月彩和
81岁阿公卢金礼合影。

队员们在谢家路村调研。

结婚50多年
首次拍合影
72岁阿婆
害羞如少女

队员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礼物
为村民们留下“最美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