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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静

春光明媚，繁花似锦。一走进
大岚镇大俞村，就见到一座崭新的
廊桥横跨在碧溪之上。“这座廊桥
是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资助下于去
年11月新建完工的。”大俞村党支
部书记俞建荣介绍，宽约30米的
大俞溪穿村而过，粼粼水波将大俞
村一分为二。如今，这座新建的廊
桥既是连接溪道两侧的交通要道，
供村民们往来、休憩，也是村里的
一处新景观。

溪水潺潺，满目葱茏。“我刚
从山上的四窗岩下来，在长廊上休
息一会儿，欣赏一下溪流及两岸的
美景。”来自宁波的王先生说，他
曾多次来大俞村游玩，这里如同世
外桃源一般，是个有风景、有历
史、有故事的好地方。

大俞村是四明山腹地最古老的
村落之一，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
史。大俞村东面杖锡山，西背华盖
山，南揽四窗岩、斗崖谷，北拥韩
采岩、罗汉谷。同时，该村还是一
个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村”。

“我们村由大俞、大横山和半
岭3个自然村组成，区域面积2.8

平方公里，村民410余人，村中多
数人姓俞。”俞建荣说起了古村的
由来。相传明朝时期，“五峰俞
氏”兄弟俩，沿着刘晨、阮肇进入
四明山的古道，翻山越岭来到如今
的大俞村一带，在此定居下来，以
烧炭为生。俞家人与更早时候定居
于此的唐家人、竺家人为邻，世代
繁衍，造就了大俞古村。

近年来，大俞村因地制宜，依
托周边奇特的地质地貌、秀美的自
然景观、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深
挖红色资源，一手传承革命历史之

“红”，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
“绿”，大力推动“红色+绿色”相
融发展，打造村中有景、村景一体
的绿美村庄，走上了一条“红”

“绿”交相辉映的乡村旅游发展之
路。目前，该村正在积极创建省
3A级景区村庄，助力乡村振兴。

四窗岩是大俞村最为著名的景
点，有着“浙东第一名胜”的美
誉。唐代诗人刘长卿有诗曰：“苍
崖依天立，履石如房屋，玲珑开窗
牖，落落明四目。”四明山名称就
由“落落明四目”而来。爬上四窗
岩即可看到一堵大岩壁仿佛从天外
飞来搁在重峦叠嶂之上，岩壁如刀
削一样齐，光赤平滑，寸草不生，
高约30米，长约60米。岩壁腰部
一连排列着四个大小不一的洞穴，
如同开了四扇窗户一般，故称四窗
岩。这里曾是传说中的刘晨、阮肇
遇仙处，此外，传闻蒋介石也曾两

次造访四窗岩。
“四窗岩、韩采岩还有罗汉谷

……我们村有着不少古迹，可以
说步步有掌故。”俞建荣微笑着
说，韩采岩原称寒草岩，岩石临
溪，因岩石渗水如汗滴，当地人称
之为“汗出岩”，后雅称现名。

目前，罗汉谷景区正在重新规
划打造中。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
爱在谷中的棋盘岩上下棋，下棋时，
有18个罗汉保护着他的包裹。有
一天，吕洞宾下完棋把包裹给落下
了，18个罗汉便世代守护着他的包
裹，罗汉谷名字正由此而来。

同时，大俞村还是一片红色的
土地。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抗日根
据地之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江南
七大游击区之一。自1938年在四
明山建立中共党组织以后,大俞村
的革命活动始终未曾中断。特别是

“三五支队”北撤后的整个解放战
争时期,留在四明山的游击队员在
大俞山上就地取材,用树枝和茅草
搭起“公馆”，坚持革命斗争。

许多革命前辈都在大俞山上留
下了足迹，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主要
领导人刘清扬、陈布衣、朱之光、
薛驹、黄连等,都曾经战斗和生活
在大俞山上的“公馆”中。在全面
抗战初期,仅50余户人家、200余
人口的大俞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时已先后有23人加入中国共
产党，30余人加入了革命队伍。
其中全面抗战期间入党的有16人,

有 3位烈士血洒人民解放战争战
场。

至今，在大俞村还流传着许多
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还保存着革
命遗迹，诸如“青年救亡室”“战
时社会服务团”“大俞山公馆”等。

“目前，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
大力资助下，邀请了专业团队，正
在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俞
建荣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建筑工地
说，“你看，这里我们正在建设一
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为以后开展
红色研学游做准备。”

为了打造村中有景、村景一
体、“红”“绿”相融的美丽村庄，
近年来，大俞村切实加大力度改善
村容村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同
时，该村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参与村
庄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对溪道
两侧及道路沿线等重点区域进行清
理。为拓宽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
大俞村利用好山好水的生态优势，
积极发展绿色特色产业，引进了石
斑鱼养殖与中药材种植项目。目
前，该村尝试种植了60多亩中草
药，有芍药、牡丹、藏红花等，下
一步还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今后，我们大俞村将充分挖
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
走多元化旅游发展道路，持续提升
村庄的知名度，力争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旅游消费，在实现村集体收入
和村民收入双提升的同时，推动乡
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俞建
荣信心满满地表示。

红色引领绿色美 村庄就在风景中

大俞村倾力打造有故事的好地方

■本报记者 张云霞

春暖花开，万物生长，又到
了吃手工麻糍的季节。青绿色的
麻糍裹着淡黄色的松花粉，轻轻
咬一口，糯唧唧、香喷喷，艾草
的清香从舌尖直抵心间。

这几天，陆埠镇官路沿村官

西自然村王海茂师傅的麻糍作坊
每天火热开张，许多陆埠本地和
余姚城区、宁波市区的消费者争
相购买，只是为了尝这一口“春
天的味道”。

“我做麻糍有五六年时间
了，每年生意都十分火爆，尤其
临近清明节时，生意最好，晚上
做到9点多也是常有的事情。”52
岁的王海茂笑着说，这几天每天
都要用掉大约400公斤的糯米，从
早到晚都在作坊里忙活，除了自
己和妻子外，还找了村里的两个
妇女做帮工，大家齐心协力制作

这道时令小吃。
为什么王海茂师傅的麻糍那

么俏销呢？记者询问了几名正好
前来购买麻糍的市民，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一是因为原材料
好，加上传统手工艺制作，口感
好、制作工艺绿色健康，品质让
人放心；二是因为王海茂师傅并
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制作麻糍，只
有在清明前后加起来一两个月的
时间才会做，“物以稀为贵”，喜
爱吃麻糍的食客都不想错过这个
难得的机会。

据了解，王海茂夫妇俩在村
里经营着一家作坊，主要从事大
米、菜籽油、番薯粉、米粉加
工，清明时节，他们总会应着节
气，专门做麻糍。“几十年前，村
里会做麻糍的人不少，到了清明
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食用，但做
麻糍需要捣臼，还要人工不停地
舂捣，费时费力，不少村民年纪
大了，做不动了，麻糍的老行当
就渐渐衰落了。”王海茂说，麻糍
是宁波的特产，是清明时节的一
道传统小吃，陆埠靠近宁波市
区，因此村里每年清明都有吃麻
糍的习俗。为了把这个老手艺传
承下来，几年前，王海茂向村里
的老人讨教制作麻糍的经验，掌
握了做麻糍的配方和制作流程。

制作麻糍的原料是糯米，糯
米需要浸泡24个小时，再清洗干
净，然后上炉子蒸十多分钟，倒
入捣臼中舂捣。“做麻糍，掌握火
候和时间很关键。蒸的时间太
长，糯米就会很黏，吃了要粘
牙；时间短了，糯米就发硬，口
感不好。”王海茂说，以前做麻糍

最累的环节就是把糯米捣烂，得用
10多斤重的大锤不停地捶打，一
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不说，麻糍
产量也不高。

“现在都追求‘机器换人’，
自从有了这个舂捣的机器，人轻松
了，生产效率也高了。”王海茂
说，前年的时候，他自己动手“发
明”了一台机器，可以自动舂捣糯
米，不仅让糯米受力更均匀，而且
省时省力，机器运作的时候，他还
可以腾出手来加水、搅拌。记者在
现场看到，刚出锅的糯米饭团在捣
臼舂捣大约5分钟后，已经成为均
匀的糯米粉团，王海茂将这一大团
热腾腾的糯米粉团取出来往桌面上
放，此前，帮工们已经提前在桌面
上铺满了松花粉。糯米粉团放上桌
面后，帮工们趁热用擀面杖将糯米
粉团压平，再切块、放置冷却，一
块块软糯清香的麻糍就做好了。麻
糍每天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有松花了，我们就开始做麻
糍。”王海茂说，今年的麻糍是从
3月初开始做的，麻糍分两种口
味，一种是不放艾草、不放糖、只
裹松花粉的原味麻糍，还有一种是
加了少许糖的艾草味麻糍。每年，
麻糍的价格一样，艾草味的每公斤
20元、原味的每公斤16元。除了
称斤散卖，作坊还推出了7斤左右
的混搭口味的麻糍礼盒，方便大家
馈赠亲友。

王海茂说，对不少陆埠人来说，
麻糍是一种独特的“乡村风味”美
食，更是难忘的“乡愁记忆”，他会坚
守老手艺，让这份浓浓的“乡愁”萦
绕在大家的舌尖，让更多的人尝到
这一口“春天的味道”。

王海茂：

巧手做麻糍 飘香春意浓

■本报记者 干雨微

捏面团、包馅料，在饼皮中戳
一个孔洞，刷蛋液撒芝麻，放进烤
箱中加热……不一会儿，“继光
饼”就出炉了。近日，临山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临南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在临南村文化礼堂开展了

“传承英烈志，共做继光饼”——
纪念戚继光英雄事迹活动，大家制
作“继光饼”、倭豆项链、倭豆焖
饭。

制作继光饼，发扬“戚家军”
精神，是临南村以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临南村利
用“三山四水”独特的地理环境，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发展理念，以艺术浸润乡土，
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焕发乡村新活
力。多年来，该村先后荣获宁波市
文明村、宁波市卫生村、浙江省绿
化示范村等称号，为建设美丽乡村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临南村的“蝶变”，离不开基
础设施的提升。近年来，该村先
后投入200余万元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包括硬化、亮化村内道
路，美化村庄房屋及墙体外立面
和公共场所，开展街角公园修建
等提升改造工程，不断优化人居
环境。

建设文化设施是该村近年来
的“重头戏”。2020年，该村投资
550万元建成集娱乐、健身、休闲
于一体的村文化公园、文化礼堂，
设置篮球场、欢乐大舞台、文化长
廊等设施。“今年，临南村预计投
入1700万元用于临牟公路大中修

工程，在统一化改造沿线商铺门头
及墙面的同时，我们还要设置特色
景观小品，激活公共空间艺术气
息，让村民们乐享文化生活。”临
南村党总支书记何冰说。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更要激活
村庄产业振兴，让老百姓富起来。

“继光饼”作为临南村的“村礼”，
是从军粮演变而来。多年来，该村
结合宁波市非遗项目——戚继光传
说，创新改良“继光饼”、倭豆焖
饭等美食，并就地取材，引导村民
制作倭豆项链等周边文创产品，不
断推动美丽乡村催生“美丽经
济”，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起
来。不仅如此，临南村还积极推进
村企联动，挖掘“新农人”主理经
营九里湾生态农庄，以“生态化＋
艺术化”创意农业理念，对老旧厂
房进行艺术化改造。未来还将打造
杨梅采摘、水稻收割、“戚家军”
军事体验等特色项目研学基地，创
造出富有乡愁的艺术生态模式。

“文化礼堂是我们的精神家
园，假期里会经常带着孩子参加这
里的文化活动”。村民吴大妈是土
生土长的临南村人，对村民们来
说，文化礼堂不仅仅是平时的娱乐
场所，更是最接地气的“文化地
标”。据了解，依托村内800平方
米文化礼堂、220 平方米戏台、
2600多平方米公园式文化广场等
文体设施，当地已连续12年开办
春节戏曲晚会，点亮了村民的夜生
活。“接下来临南村还将通过推出
戚继光主题原创情景剧、联合专业
音乐人编写村歌、排练村舞等形
式，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何
冰告诉记者。

下一步，作为戚继光抗倭时期
的重要后方大本营，临南村将继续
深挖“戚家军”文化，以艺术赋能
乡村，激发村民们的原生动力，让
临南村活起来、美起来、富起来。

临南村：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俞丽丹） 为
保障农田生产灌溉用水，打通农
田灌排“最后一公里”，近日，兰
江街道凤亭村抢抓春耕关键时
期，在村内农田的支渠、毛渠、
老旧沟渠等“毛细血管”上下功
夫，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对这
些沟渠进行了梳渠清淤工作，确
保引水入田畅通，全力保障春耕
灌溉用水。

在渠道清淤现场，施工人员对

淤泥堆积的沟道进行了仔细清理、
疏通，干净整洁的渠道既改善了周
边人居环境，也提高了沟渠的排水
量，对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
重要保障。截至目前，该村共对
10条主要沟渠进行疏通，总长度
达2公里。在农业用水得到保障
后，凤亭村农业大户们则抢抓农
时，利用农业机械迅速翻耕田块，
用无人机快速施肥，大大提高了春
耕效率。

凤亭村清淤通渠助力春耕

临南村文化礼堂。 记者 干雨微摄

施工人员正在疏通沟渠。 记者 俞丽丹摄

大俞村大俞溪上新建的廊桥。 记者 赵静摄

波光粼粼的大俞溪。 记者 赵静摄

帮工正在给麻糍切块。 记者 张云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