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呀挖呀挖!
栖凤村的滩涂里
能挖出哪些小海鲜？

近期正值中秋大潮，每天下午海
水退去后，奉化区莼湖街道栖凤村的
海域会露出大片滩涂，吸引不少附近
村民和游客前来赶海挖花蛤，抓跳跳
鱼，捕螃蟹。当地渔民把这种抓鱼的
方式称为“赶小海”。

10月4日，记者从奉化区金海路
出发，来到莼湖街道栖凤村和桐照村
的交界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
沿海居住的渔民来说，赶海，是这里自
古传承至今的渔家习俗。

赶海收获的海鲜，渔民可以自己
吃，回家后把花蛤、螃蟹、牡蛎、蛏子等

“战利品”直接入锅，原汁原味的海鲜
宴就上桌了。也有一些渔民赶到海货
后拿到市场去卖。

栖凤村西南方的栖凤码头，位于
淡水海水交界处。这里聚集了数十位
海钓爱好者，大家蹲守在岸边，期待能
钓上几条大鱼。

时近中午，潮水慢慢退去。记者
在现场看到，部分熟悉情况的渔民拿
着网耙、背篓等工具下船，他们两三个
人一组分工合作，开始抓小海鲜。1
小时后，大片的滩涂开始显现，绵延几
公里的滩涂上，开始聚集前来“赶小
海”的人群，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小
到几岁的孩子。他们戴着帽子、挽起
裤脚、带好工具，纷纷下海体验。

滩涂和岸边的中间是一片青石
滩。经过海水的洗刷，润滑洁净，光脚
踩在上面，随着脚步的节奏发出“咔嚓
咔嚓”的响声，悦耳动听。

“有礁石的海岸以及淤泥质的滩
涂是赶海好去处，这些地方最适合海
货栖居。栖凤村的滩涂地势比较平
缓，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当地
村民告诉记者。

“我捡到好几个贝壳，还抓到一只
螃蟹。赶小海真是既好玩又有趣！”来
自海曙区的游客王璐佳说，这次路过
栖凤村，全家总动员玩得十分开心。

当然，赶海也有危险，需要当心暗
流、漩涡，防止溺水。遵守海上有关管
理规定，不能进入养殖海区进行捕捞、
垂钓、赶海等。 记者 鲁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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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滩涂里挖花蛤，抓跳跳鱼，捕螃蟹。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赶
海的画面，发现有趣的现象，有
些海是蓝色的，有些海是黄色
的。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亲眼看看。”来自四川省凉
山州昭觉县的学生哈布兴奋地
说。

10月 4日，余姚技师学院
（筹）组织开展“迎中秋国庆”观

海活动。这一天，在带队老师
蔡碧健的陪伴下，46名凉山学
生乘坐大巴车前往象山的松兰
山海滨沙滩、中国海影城等地，
看海、听风、踏浪、游乐园。

此前，学校面向凉山学生
做了个“微心愿”调查，发现这
群来自大山的孩子对大海充满
了向往和憧憬。为了实现孩子

们的愿望，趁着这个假期，学校
组织了此次活动。

在松兰山海滨，哈布第一
次见到大海，激动坏了。他说：

“我和同学们在沙滩上踏着海
边的浪花，一起去抓螃蟹、找贝
壳。刚才玩水的时候，海水溅
到了我的嘴里，好咸，比我想象
中的还要咸。”

举国欢庆遇上花好月圆，这个
“双节”，对于560余名在甬就读的
凉山学子有着不同的意义。为进一
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凉山学生的学习生活，宁波多所
学校为凉山学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他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
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与热情。

在镇海职教中心就读的大
凉山金阳学生，同样过了一个
丰富多彩的中秋和国庆节。

在古色古香的招宝山“人
文艺墅”，金阳学子受邀参加了

“月满中秋共团圆，穿越千里共
婵娟”中秋民俗文化交流体验
活动。中华传统剪纸、皮影戏、
点茶品茗、制作月饼……在非
遗传承人的带领下，他们和中
外友人一起品风雅宋宴，享古

风文韵，其乐融融的沉浸式体
验，让凉山孩子们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

同学们还参加了锦绣社区
的“邻舍文化节”系列活动。在
社区活动中心，爷爷奶奶邀请
大凉山的孩子们一起做月饼、
学说宁波话。在“邻舍文化节”
晚上的舞台表演中，金阳学生
带来的彝族舞蹈《阿诗且》闪亮
全场，引来社区居民朋友们热

情的欢呼叫好。
10月4日-5日，老师还带

着金阳的同学们开展《相约亚
运 观山阅海》研学活动。宁波
中国港口博物馆、滨海万人沙
滩、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研学中，凉山的学生既了
解了历史文化，又感受了海洋
乐趣。

记者 王伟 樊莹
通讯员 任骞

9月29日，宁波美术指导中
心，宁波甬江职高、宁波市职教
中心学生和鄞州职教中心的凉
山学生正在体验传统文化——
版画、篆刻、陶泥。

美术指导中心的老师告诉
同学们，版画是由创作者使用
刻刀或特制笔在硬材料上雕
刻出反向图像，再将颜料涂在
刻制出来的材料上，使用纸覆
盖其上，进而印制出一张完整

的画。
在听完老师的讲解后，同

学们纷纷摩拳擦掌，想上手体
验一把。正当他们胸有成足画
完图稿，打算开始第二步“刻
版”时却遇到了困难。第一次
使用刻刀，发现根本不听“使
唤”。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同
学们慢慢通过“画”“刻”“印”三
个主要步骤，完成了自己的小
版画作品。

篆刻和陶泥课堂上，凉山
学生也体验了传统文化艺术，
用陶泥和水制作出一个个神态
各异的貔貅；将普通的石头打
磨，篆刻成一件件精美的中秋
作品。

这是三校凉山学生第一次
见面交流活动，不仅让凉山学
生了解了传统文化，也进一步
加深了中职学校之间的密切联
系。

看海踏浪，一起去抓螃蟹

美育为媒，三校学生共活动

品风雅宋韵，探索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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