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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晨

“现在阿拉村里变化真的好大，喏，文
化礼堂的门头都装饰地这么好看，还有好几
处有我们中村特色的装饰呢。”近日，鹿亭
乡中村村民郑国定指着装饰一新的村文化礼
堂骄傲地说，“阿拉村既干净又美丽，老百
姓的幸福度直线上升。”

近年来，在鹿亭乡中村村，越来越多的
村民发现了村容村貌正在一步步美化：道路
两旁美丽又亮堂的灯箱、结合景区文化设计
的特色装饰、随处可见的党建元素、正在建
设的村民活动中心……桩桩件件看似小事，
却做到了百姓心里，中村百姓对此无不赞
同：“阿拉中村越来越美，阿拉的生活越来
越幸福了。”

在创建“省级文明村”的进程中，中村
村不断做好党建引领工作，着力打造“东门
户、西窗口”为主的文化长廊，并投入20
余万元对全村增添结合本村景区文化的党建
元素装饰。为深入开展党建文化宣传，中村
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阵地，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通过新时代文明实
践学习阵地，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在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召开后邀请省基层宣讲名
师赵永焕、“舜江青语”理论宣讲联盟宣讲
员代表及鹿亭乡“小鹿”宣讲队员到中村廊
桥理论宣讲点开展宣讲，并围绕“如何做文
明崇德的中村人”的目标，组织村里的干部
群众进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创建文
明村中来。

为丰富村民日常生活，满足群众集体活
动需要，助力全村移风易俗，中村村今年投
资150余万元规划建设村民活动中心。预计
年底活动中心落成后将为村民提供集体活动
平台，引领群众做“文明崇德中村人”。

此外，中村村在对文化礼堂相关配套设
施改造升级的同时，设立社工服务站，结合
全乡“周二在现场”工作，组织党员、村干
部、志愿者等对全村开展卫生清扫、河道保
洁等各项志愿活动。通过村干部积极发动和
发挥党员带动作用，每次活动都能吸引不少群众一起参加，激发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

中村村大力推进“未来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全域村级层面、旅游层
面的数字化建设，并投入150余万元在村文化礼堂设立内外两块数字化大
屏，进行村务等信息公开，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我们不断对本村村容村貌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
意度，努力打造省级文明村。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满足村民需求，将一系
列提升改造项目落实到群众心里。”中村村党总支副书记蔡旭辉介绍。

图为鹿亭乡中村村一景。 记者 赵晓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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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云霞

盛夏时节，草木葱郁，瓜果
飘香。眼下，陆埠镇袁马村陆诚
生态果园种植的水蜜桃迎来了收
获季，果农们采摘、分拣、包
装，一派丰收景象。

“我们这里种的是奉化玉露水
蜜桃品种，还有奉化玉露蟠桃、
黄桃，水蜜桃过几天就要落市
了，蟠桃马上要上市了，再晚一
点成熟的就是黄桃，整个采摘季
可以一直持续到 8 月中旬。”昨
天，负责打理陆诚生态果园的果
农蒋炜铭一边顶着烈日采摘水蜜
桃，一边笑着说。他的妻子告诉
记者，这几天水蜜桃旺销，前一
天他们忙得吃中饭的时间都没
有，一直忙着摘桃子、装桃子，

“虽然忙个不停，但生意好，阿拉
辛苦点，心里也高兴！”

袁马村党总支书记郑连荣介
绍，陆诚生态果园建成已有8年，
是村里坚持“发展强村、生态美
村”理念下实施的生态富民项
目。“袁马村原先是‘洪山汽配之
乡’主要区域，后来为了生态保
护，大批企业搬迁，劳动力也大
量转移到城镇，村庄渐渐地变成
了‘老人村’‘空心村’。”郑连荣
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对此，袁马村充分利用独
特的地理条件和山水资源，大力
发展山地特色水果产业。经过前
期赴外地果园学习考察，村里决
定对一块闲置山地进行开发利
用，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生
产经营和统一销售模式，引导农
民种植优质桃子，带动村民持续
稳定增收。

据了解，陆诚生态果园占地
面积50余亩，目前由6户村民一

起合作经营。64岁的蒋炜铭是主
要管理者和经营者。“当时村干部
上门来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几个
人一起凑钱打理这个果园，说实
话，我也有思想顾虑，主要就是
担心钱投进去了，万一桃子种不
好、卖不掉，那辛辛苦苦存下的
钱不就白搭了？”蒋炜铭坦言，后
来经过村干部劝导，他慢慢意识
到建立生态桃园、发展旅游经济
的意义，便加入到了“桃园共
建”的队伍中。

记者在桃园里看到，一棵棵
桃树长势良好，蒋炜铭撕开一个
白色的纸袋，只见里面的蟠桃又
大又红，十分诱人。“桃子要第三
年才挂果，所以前期的管理维护
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蒋炜铭说，
这几年，他们一共投入4万元用于
桃园的土地整理、施肥及田间管
理的人工费用支出等。“种桃子赚
的是辛苦钱，春天要施肥、秋冬
要剪枝，等挂果后给桃子套袋更
是一个体力活。”为了种好桃子，
前几年，农户们都会邀请马渚镇
四联村的蟠桃种植专家陈均魁前
来技术指导。

“我们果园的桃子果实大、汁
多、味甜，个头大的水蜜桃有七
八两一个，吃过的客人第二年都
会早早来订购，有的还会带朋友

过来采摘。”蒋炜铭说，今年水蜜
桃行情不错，来买的都是余姚、
宁波等地的“回头客”，已经卖出
了1200多箱水蜜桃。“品相好的水
蜜桃我们按礼盒装来卖，品相差
点的，按照批发价8元到10元每
斤的价格供货，也卖掉了六七千
斤。”尝到“甜头”的蒋炜铭更加
坚定了发展好这一“甜蜜产业”
的目标。据了解，和蒋炜铭一样
加入到陆诚生态果园的农户，平
均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平时靠打
工或者生产销售番薯粉丝、笋干
菜、土豆、花生等农产品挣钱，
收入不高。如今，有了水蜜桃、
蟠桃这一“副业”，农户们让“副
业”变“富业”，拓宽了致富增收
的新路子。

每年春天桃树开花的时候，
不少自驾游游客来桃园里打卡、
拍照，等到夏天桃子结果飘香，
农户“订单式”销售不愁销路。
袁马村立足资源优势，瞄准市场
需求，通过发展桃子产业，创新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增美，在实
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步伐迈得更稳健了。

图为果农正在陆诚生态果园
里采摘水蜜桃。

记者 张云霞摄

陆诚生态果园：

袁马村里的“花果山”

■本报记者 张云霞

如今，文化礼堂日益成为乡村
的精神家园。陆埠镇官路沿村的文
化礼堂是省五星级文化礼堂，在丰
富村民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文明程
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文化
礼堂的管理者，从文化礼堂的管理
使用到农村文化培育和乡风文明引
导，陈佳萍都积极参与、真心付
出，为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精神文
明建设带来了活力。她也因此被评
为宁波市“最美文化礼堂人”。

陈佳萍今年35岁，小曹娥人，
是嫁到官路沿村的“媳妇”。除了村
文化礼堂管理员的身份，她还身兼
多职，是村里的劳保协理员、村监
会主任，今年，是她在村里工作的
第7个年头。

“我们官路沿村文化底蕴深厚，
能在村里当文化礼堂管理员，组织
参与村里的文化工作，我觉得很荣
幸，也感到身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陈佳萍介绍，官路沿村十分重
视文化建设，近年来大力实施文化
振兴乡村战略，开展文化阵地建
设、积极培育文体队伍，取得了不
少成绩。“村里有舞蹈队、铜管乐
队、戏曲队等，还有结合‘非遗’
项目成立的车子灯表演队，每年村
里都会结合各种节日开展群众文艺

演出，积极打造‘幸福官路沿’的
文化品牌。”介绍起村里的文化成
果，陈佳萍的话语间满是自豪感。

2016年，官路沿村投入近200
万元建成了文化礼堂，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打造集宣传、教育、培
训、活动、关爱于一体的文化综合
体。“随着文化礼堂的建成，村里的
活动越来越丰富，活动的品质也越
来越高，即便现在是多媒体时代，
村民还是非常乐意看我们组织的节
目，这大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
活。”陈佳萍不但积极参与文化礼堂
的建设，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
礼堂的日常运作过程中。在她的带
领下，村里的文化活动也搞得有声
有色，村里的文艺团队纷纷走出村
庄，活跃在镇级、市级的文艺演出
和比赛现场。

陈佳萍不仅是文化礼堂的管理

员，更是一位优秀的文艺骨干。
“我本身就喜欢跳舞，目前是村舞
蹈队的队员，同时也是陆埠‘小镇
女人’舞蹈队的一员。”陈佳萍
说，她和舞蹈结缘要从2015年说
起，“当时我们村里要出一个舞蹈
节目参加镇里的广场舞比赛，正好
缺一个人，没有人怎么办呢？我只
好硬着头皮顶上了。”后来，陈佳
萍的舞技不断提高，她参与的《花
开繁华》《芳华》两支舞蹈节目分
获我市广场舞项目金奖和市职工舞
蹈大赛金奖。

去年，官路沿村举行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演出，村里的文艺团
队要表演9个节目，其中陈佳萍参
加的就有3个。“那段时间真的是
很忙碌、辛苦，每天都排练到晚上
9点多，周末也没有休息的。”陈佳
萍说，多亏了村里的热心党员、舞

蹈队队长何亚萍一起帮忙策划、排
练节目，准备道具、服装等等。每
次在指导或参与排练节目时，陈佳
萍总是尽心竭力地做好服务工作。
比如有一次村里的文艺团队要和一
批幼儿园小朋友合作排练节目，有
的小朋友因为家长上班没时间接
送，陈佳萍和“小姐妹”们就当起
了司机，负责孩子们的接送工作。
村里一名80多岁的老人徐章生要
参加文艺演出，得知老人每次骑着
电动车到村里排练，陈佳萍不放
心，主动当起了老人的司机，用自
己的私家车一趟趟接送老人去排
练。平时看到大家在卖力地排练
时，贴心的陈佳萍还会准备一些小
点心、水果慰劳村民们，提高他们
的参与积极性。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陈佳萍还
带动家人参与到村志愿服务中。比
如疫情期间，她在积极参与卡口执
勤、测体温、分发口罩的同时，连
续数个晚上和婆婆一起做“爱心宵
夜”送给防疫志愿者。他的丈夫也
积极参与村庄防疫志愿服务，为防
疫出力。

陈佳萍说，在陆埠镇的支持和
爱心企业的赞助下，村里每年都会
投入10多万元用于文化设施提升、
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团队培训等，

“我们村的文化礼堂是村里一道最亮
丽的风景线，作为管理者，我会做
好各项工作，挖掘和培养更多的文
艺骨干，让我们官路沿的农村文化
越来越红火。”

图为站在官路沿村文化礼堂党
建文化墙前介绍情况的陈佳萍。

记者 张云霞摄

陈佳萍：

尽心尽职的“最美文化礼堂人”

■本报记者 赵晓晨

顶着烈日，在小曹娥镇曹一村的泉宏葡
萄专业合作社里，干泉宏父子俩已经被晒得
黝黑，但他们不顾淌下来的豆大汗珠，手上
加快速度，一个叠包装盒，一个把一串串饱
满的葡萄和圆润的梨打包装箱。

“现在每天能销售一两百箱，客户什么
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去摘来。”今年60岁
的干泉宏种了30多亩葡萄、10亩梨，还有
30亩水稻。如今葡萄和蜜梨成熟，可忙坏
了干泉宏父子俩。他说：“现在成熟的葡萄
是阳光玫瑰、夏黑、醉金香这几个品种，蜜
梨则是翠冠梨和黄花梨，每天前来订购的客
户络绎不绝。”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干泉宏每天凌晨3
点就要起床，趁着天亮之前的凉意，前往葡
萄大棚采摘客户订购的葡萄。从2006年开
始成立合作社以来，干泉宏不断摸索葡萄和
蜜梨种植的方法，并使用避雨棚栽种葡萄，
减少生长、成熟期葡萄落果情况。针对不同
的果树，他还施用不同的化肥，帮助果树生
长。为了避免病虫害和成熟期鸟类啄食，他
还对蜜梨进行套袋，他说：“蜜梨结果第15
天左右，我就会开始套袋，这样也更符合无
公害的要求。”

“葡萄除了最早熟的夏黑、巨峰、维多
利亚、醉金香几个品种，还有红富士、甬优
一号、金手指等十几种。”干泉宏介绍说，
蜜梨除了翠冠梨和黄花梨外，他还种有518
苹果梨等，繁多的品种拉长了葡萄和蜜梨的
上市期，销售时间能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
10月左右。

“我们都是现摘现卖的，靠着好品质和
历年积累的口碑，订单几乎没断过。”在干
泉宏的精心照料下，每串葡萄的果实都均匀

饱满，刚采摘下来的葡萄很少出现落果情况，各种葡萄尝起来更是风味
各异，果香四溢，清爽甘甜。常年下来，熟客便认准了他的牌子，一到
葡萄成熟时便抢着来订购，每天光是为了满足订单需求，干泉宏就得忙
上半天。

除了老品种外，干泉宏还积极引进新品种，从前年开始，他陆续引
入种植老玫红、蓝宝石等多个品种的葡萄，并积极学习种植方法，让新
品种葡萄尽早上市。他说：“等过几天你们再来看，我引进的蓝宝石葡
萄名不虚传，挂在枝头色泽鲜艳，上市了一定能引来不少客户。”

今年33岁的干文军趁着农忙时候也来帮父亲的忙，套袋、打包、
销售，他样样精通，看着父亲忙前忙后的辛苦和满园葡萄、蜜梨成熟时
的幸福，他便加入进来，哪怕太阳再大也乐此不疲。他说：“父亲的辛
勤劳动换来了这甜蜜的果实，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未来我们泉宏
葡萄专业合作社还将继续为客户提供更多质优味美的蜜梨、葡萄。”

图为干泉宏正在打包蜜梨 记者 赵晓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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