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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客流500多人次，咖啡、
茶饮卖出600多杯……刚刚过去
的一个周末，天气晴好，驱车前往

“出山入市”艺术咖啡馆打卡的市
民、游客络绎不绝。

这家咖啡馆位于北仑区柴桥
街道河头村，是村里的第一家“村
咖”。“出山入市”试营业半个多
月，已成为当地一处网红打卡点。

咖啡馆就坐落在村口，一栋
三层建筑，占地230余平方米，其
前身是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的
村集体闲置库房。主理人毛毛在
前期装修时并未大刀阔斧地对其
进行改造，而是迎合年轻人的喜
好，秉持“生活当下，回归传统”的
理念，将这家店的风格定义为“怀
旧风”，从外立面到内部细节都尽
量还原年代感和原生态。

远眺是层层叠叠的山峦，近
处是潺潺溪水和杜鹃花田，坐在
店内，直面山水又能坐看四季花
开，这幅宛若世外桃源的美景，是
毛毛最看重的。

毛毛是土生土长的柴桥人，
虽然常年在宁波城区工作，但对
家乡有情怀，也为家乡建设越来
越好感到自豪。“我的主业是电
商、品牌运营，经营‘村咖’其实算
是二次创业。作为柴桥人，我选
择用这种方式回来，也希望更多
年轻人被吸引过来，看看我们的
美丽乡村。”

毛毛最近正在落实一个想
法，她想为河头村出一份力。

河头村有900户家庭，几乎
家家户户种植花木。毛毛想把

“出山入市”三楼的阳光房打造成
“共富阵地”，协助村民拓宽销售
渠道，带动花木年轻化销售的新
模式。

记者了解到，北仑柴桥素有
“中国杜鹃花之乡”的美誉，河头
村作为辖内的“明星村”，正全力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走出了一条

“以花强村、以花兴村”的共富之
路。

在“美丽经济”的助推下，未
来，游客们不仅能在满村的杜鹃
花和罗汉松之间喝到香醇的咖
啡，还能品尝到更多精品餐食。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叶晶晶 文/摄

闲置资源焕发生机
库房变身网红“村咖”

因为这座“宁波桥”，贵州从
江县加榜乡成了宁波人“最熟悉
的陌生人”，如今那里的发展怎么
样了？昨天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当
年贵州的牵线人。

“虽然‘宁波桥’通车已经是
10年前的事情了，但那时的盛况
我还历历在目。这次我和村民代
表都会来宁波，一定要来看一看
这座爱心之城，和宁波市民道一
声谢谢。”欧光亮是贵州省农村
经济经营管理站主任科员。10
年前，他的身份还是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
党委副书记，他清晰地记得当时
的场景，“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都赶

来了，苗寨的男子吹起芦笙，妇女
和孩子则穿上了艳丽的民族服
饰，这是加榜乡过年才有的热闹
景象。”

他回忆说，在“宁波桥”修建
之前，一条污养河将加榜乡分成
了两半，大平、小平、平妹、摆党、
污页等5个村3000多名乡亲包
括300多个孩子，要到乡里看病
办事，必须要等待污养河枯水期
时，才能蹚水过河，否则就要绕行
2个多小时的山路。一旦涨水，乡
里唯一的中心学校就只能被迫停
课，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因此也受
到影响。“所以当时通车大家都很
兴奋，这座桥对生活在这里的乡

亲意义太重大了！”
“现在，这座桥依然是连通周

边村寨的重要通道！”现任加榜乡
加榜中心村党支部书记黄存鹏告
诉记者，“宁波桥”2014年竣工，
到现在恰好10个年头，在这10
年间，它保障了当地群众的生产
生活，也畅通了村寨儿童的求学
路。“当时高年级的孩子有些已经
考上了大学。就是通过‘宁波桥’
走出了大山。”他说，“宁波桥”至
今仍稳稳地跨在污养河上，为往
来13个村5000多个村民提供交
通便利。

记者 薛曹盛 张海玉/文
受访者供图 “出山入市”艺术咖啡馆。

一座“宁波桥”，架在贵州从江县加榜乡污养河上，当地的孩子终于告
别了蹚水上学的日子。这是2014年夏天，宁波人众筹的爱心桥。

昨天，本报刊登《贵州“宁波桥”通车10年了，诚邀当年的爱心人士赴
约！》，很多人打进热线，重温当年的故事。

如今10年过去了，你还记得那座“宁波桥”吗？你是否参与了当年的
捐建？就在今年1月18日腊八节，当地村民代表将来到宁波，参加由宁波
市江北区壹行人公益发起的慈善盛典，我们诚邀您一起参加。

2014 年 8月，因为《东南商
报》上的一篇报道《河水一涨 孩
子们的上学路就断了》，宁波人
开启了一场温暖接力。在贵州
从江县加榜乡污养河上建一座

“宁波桥”，成了宁波人的共同期
盼。

短短一周时间，就收到了
100多笔捐赠，从几百元到几万
元不等，累计捐款70余万元。而
这场爱心接力的牵头人就是宁波
市江北区壹行人公益发展中心负
责人赵杰，彼时他在《东南商报》
工作。

前两天，本报新闻热线还接
到了宁波爱心人士王女士的电

话，询问“宁波桥”的情况。“当年
宁波人一起捐建的‘宁波桥’怎么
样了？有机会真想去看一看。”

15日上午，宁波新中房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沈正锵
联系上本报，讲述了他和“宁波
桥”的故事。

“当时，我在《东南商报》头版
看到一张孩子们蹚水过河的照
片，印象特别深刻。”沈正锵说，排
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个大人，照片
里五个孩子手拉着手，河水最深
处都到了孩子们的膝盖。“当时是
夏天，蹚水过河还好，到了冬天怎
么办，当时看着照片都心疼这群
孩子。如果能造一座桥，那真是

造福子孙后代了。”
那一次，“中房置业”捐款8

万元助力“宁波桥”的建设。从那
以后，该企业经常参与公益行动，
担起一份社会责任。

“捐建‘宁波桥’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当年我不光自己捐，还
带动了周边同事和朋友一起参
与，4个月时间，这座桥就建成了，
见证了我们宁波人的爱心。”张艳
说，她是从现代金报组织的云南
助学开始认识赵杰的，在报纸上
看到捐建“宁波桥”，就义无反顾
参加。“这些年，我们早就成了朋
友，也一直跟着他参与公益，尽一
份绵薄之力。”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座爱心之城”2

热线电话重温当年的故事1

一座“宁波桥”
牵动一城温暖！ 贵州孩子蹚

水过河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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