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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调研的是海曙区洞桥
镇张家垫村。在走进村子之前，我
们对它的了解只停留在脆甜、可口
的洞桥八戒西瓜。走进村子后，给
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乡厨张纪平
和他的团队，还有“乡厨文化”。

张纪平是村里第一代做乡厨
的，24岁入行，至今已有30多年。
所谓“乡厨”，就是负责农村宴席的
厨师，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中是犹如

“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坚持至今，
张纪平说，“全凭一份对烹饪的喜
爱”。

不同于饭店的厨师，乡厨是一
个移动的团队，一人掌勺，多人配
合，所有帮厨人员都由厨师自己配
备，以团队的凝聚力、执行力，来保
障出菜的速度和菜的口味。

在过去20多年里，张家垫村就
有100多位村民“洗脚上岸，洗手做
饭”，奔波在全市各地，为农村宴席
提供“一条龙”服务。张纪平告诉我
们，带动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互帮互
助，而且对他们“管到底”是乡厨文
化的一大特色。

在张纪平的讲述中，我们感触
最多的还是他们在农村移风易俗中
发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比如，他们在接活时，会根据酒

席的规格和客人的数量，主动帮主
人家精打细算，做到既省钱，又吃得
好，还有面子；他们还会主动在宴席
上摆上公筷，在“不动声色”中传递

“文明就餐，使用公筷”的理念。
也正是在大家的努力下，2020

年5月，团队成员张铭还被海曙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聘为“甬城公
筷”海曙乡村推广大使。

在承揽酒席的过程中，乡厨们
也会尽量传递文明就餐的理念，少
劝酒、少抽烟、轻声细语、吃不完的
东西可以打包……就像张纪平说
的，现在的农村宴席早已不是很多
人想象中农村宴席的样子了。

乡厨队伍的壮大，以团结、文明
为核心的“乡厨文化”的发展，也让
张家垫村看到乡厨产业长远发展的
意义和可能。早在2016年，张家垫
村就成立厨师协会，发展至今已吸
纳会员100多人，而他们身后还有
数量众多的帮工等从业人员，带动
村民共同勤劳致富。张家垫村党总
支书记张云告诉我们，村里正在制
定相关扶持措施，未来也将引进更
多人才，希望借助乡厨团队和厨师
协会，带动更多村民共同富裕。

驻村学生 朱逸萌
记者 石承承 整理

我们走访调研的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
文化底蕴，“古老”但不“古板”的慈溪市观海
卫镇宓家桥村。在和农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久违的乡野生活自带的“香气”。

调研中偶遇一位爱种花的阿姨，她在自
家院子里种了各式各样的花。“伺候”这些花
花草草，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在阿姨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不急不
躁的平和，还有对生命抱有的期待。

不仅是这位阿姨，我们走访了好几户农
家后发现，他们都有养花的习惯。美丽的花，
装点的是他们的庭院，丰润的是他们心灵。

借着夜色，我们“混入”村里的广场舞队
伍，沉浸式体验村里人的生活。伴随着律动
的音乐，我们跳得大汗淋漓，感觉整个人很舒
适、很放松。

听村民说，刚开始，只有几个人来跳，慢
慢地，队伍发展壮大到五六十人，还有了整齐
划一的队服。大家的舞越跳越顺，彼此的心
也越跳越近，队伍的凝聚力也越跳越强。

我们还在村里见到了竹编手艺人赵志
范师傅。他从15岁开始学习竹编技法，数
十年如一日，直到如今已是花甲之年，仍手
耕不辍。

当“传说中”的匠人精神以一件件可以触
摸的竹编作品呈现在眼前，以赵师傅朴实无
华的笑容和停不下来的手展露在眼前，给我
们带来的是震撼。

在调研的几天中，宓家村的村干部带着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入户调查。我们留意到，
村干部极少有打电话的，多是扯着嗓门大喊
一声“××姐”“××叔”，就会听到窸窸窣窣
的脚步声，一会儿门就开了。

这宛如串门走亲戚一般的一嗓子，喊出

的是“家里人”的味道，就像小时候住在乡下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他们总爱站在门边
上，招呼玩疯了的我们回家吃饭。

在这次走访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宓
家桥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取
得的每一份成绩都不容易。

驻村学生 陈凯文
记者 石承承 整理

东一村位于鄞州区瞻岐镇，是一个有
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也是一个典
型的沿海渔村。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5种
不同的“味道”：山海味、非遗味、人文味、文
明味和乡风味。在这次“寻味”之旅中，我
们走访了东一村示范线上的各个景点，这
是将人文风景与现代战略相结合的一次实
践。1.5公里，不仅仅是是乡村公路的长
度，同时也是阔步振兴的脚步，更是我们脚
下最美的乡村路。我们有幸体验了东一村
的风土人情，感受了东一村的乡风文化，让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可爱的“岐山嫂”。
土亲人亲，其情悠悠，调研第三天我们

采访了当地的“岐山嫂”团队，寻到了东一
村的“人文味”。“岐山嫂”是村民身边的志
愿者，穿梭于村庄开展志愿服务，已有10多
年历史，从最开始只有几个人的小群体，到
后来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团队。

“村里有需要，我们就来，哪里需要去
哪里！”谢琴尔阿姨退休后回到东一村成了
一名“岐山嫂”。

“谁家的电灯坏了，哪个路口的牌子坏

掉了，村子里的垃圾分类宣传和普及，都可
以找我们‘岐山嫂’。”说起这些，谢阿姨满
脸的自豪。

疫情三年，阿姨们有更多的事要分享，每
次组织大规模核酸检测，里里外外都是“岐山
嫂”在行动，扫码、做核酸、分发口罩……

69岁的谢松菊成为“岐山嫂”以后，和
街坊邻居的走动更多了，大家互相熟悉后
还常常组团相约跳广场舞，邻里关系更和
睦了。

在东一村，每条里弄都有一位里弄
长。谢嫦娥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每年进入
防汛防台时期，她都会挨家挨户提醒村民
注意安全。村里的各种事务，除了亲力亲
为之外，里弄长还通过“掌上治村”“里弄长
3.0”等小程序向村委及时反映情况，共同解
决问题，实现乡村自治，推进东一村的乡风
文明建设。

这些年，在“岐山嫂”和里弄长的带动
下，东一村可爱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凭
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建设文明乡村。在

“八八战略”指引下，“千万工程”项目造就
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村民群
众，东一村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如今的东一
村先后获评省级文明村、卫生村、生态村等
各种荣誉，也向着更美好的生活不断前进。

驻村学生 庄旭东

这个暑假，我们调研小组来到鄞州区
邱隘镇回龙村，进行了为期5天的驻村实
践调研。我们从高校来到村庄，感受不一
样的人文风情；从理论落到实践，感受不同
的待人接物；从听说到体验，感受有意义的
所思所感。

回龙村因回龙桥得名，北邻东部新城
核心区，南接东钱湖板块，地理位置优越，
流动人口集聚，生产生活资源丰富。回龙
桥建于清乾隆十三年，已有200多年历史。

驻村的日子里，村干部和蔼可亲的笑
容、村民们淳朴友善的接待、志愿者团队准
时受访的配合，消弭了我们一开始的紧张
与忐忑，访谈也逐渐变得游刃有余。最令
我们印象深刻的是“581”志愿者团队，谐
音“我帮你”，寓意“汇聚‘5’湖四海、‘8’方
英才、‘1’起志愿”。

这是一支由回龙村外来流动人口组成
的志愿者团队，从最初的20余人发展到现
在的480人。按照江西、贵州、安徽、河南、
四川等不同家乡地域，服务队有16名老乡
联络人，负责志愿者日常动态管理和活动
组织发布。

回龙村外来人口多，如何提高他们
的归属感？村里给每位新回龙人发了一
封信，号召他们成为志愿者。“来了就是
回龙人，来了就当志愿者”这已经不仅仅

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了新回龙人
的“信仰”。

78岁的励翠英老奶奶十分健谈，她热
情地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生活。说起“581”
志愿者团队入户服务，老人赞不绝口。“头
发什么的我会让他们帮忙剪，但打扫卫生
什么的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我们村里有这
样一支志愿者，交关好！”话语间，励奶奶脸
上洋溢着幸福感和自豪感。

离开回龙村的那天中午，志愿者团队
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桌颇具特色的宁波菜，

真是太惊喜了。回龙村朴实友善的氛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

此次调研，我们“回龙一隅”小队收获
颇多，小队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从在校
学生变为乡村实践者，很多原本“以为”的
事情经过实地探访发现“并不如此”，这也
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际的
落实。

驻村学生 程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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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队员在采访村民。

调研队员在东一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合影。

张家垫村的乡厨在做菜。

调研队员在宓家桥村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