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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严梓宁 马龙行 梅静 柳家欢

阳春三月，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茶树
新芽萌动，清冽茶香与满山花香一起袭
来，沁人心脾。匠人有心，制茶有道，几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只为春天的一杯茶
汤。怀揣着对春天的向往和对茶文化的
热爱，我们走进春山，顺着阡陌小道，探
寻茶园故事……

A

C
好茶不怕晚，早晚都会来

冲上一杯香茗，细饮慢呷，茶香弥漫。
茶树经过一整个冬天的积蓄，在清明前

采的茶通常被认为是一年中品质最好的。而
在老茶农看来，无论是“明前”或是“明后”，只
要遵循自然规律，都是舌尖上的极致享受。

好茶不怕晚，早晚都会来，这一如奉化茶
业的发展历程。

据史料记载，早在 1000年前，奉化已产
茶叶，多栽植于四明山一带，其中，曲毫茶是
浙江绿茶的典型代表。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延绵了上千年的曲毫茶因多种因素，曾面临
技艺失传的局面。

打响具有地方特色的好茶，需要农技专
家和茶农共同努力攻克技术难关。上世纪90
年代，“外形蟠曲披毫、汤色嫩绿明亮、香气清
高持久、滋味醇厚甘爽、叶底肥嫩成朵”的奉
化曲毫顺利回归，先后揽获首届世界绿茶大
会最高金奖、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国际
名茶金奖等多个国内外大奖，毫无疑问成了
奉化茶界的“领头大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奉
化曲毫茶的成功回归，鼓舞了奉化茶农心往
一处用，力往一处使，也让奉化名优茶从“一
叶”发展到“一业”。

泡一杯奉化曲毫，汤色嫩绿清亮，清香四
溢。从枝头叶到盏中茶，经历过寒冬洗礼的
茶芽愈显勃发的生命力，该品尝的春茶和该
奋进的春光都不能辜负和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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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做茶，从来没有捷径可走

当春日的暖风吹进茶山，茶青随着铁锅开始
升温，带来阵阵清新的茶香。制茶师傅徒手伸进
超 100℃的炒锅，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感
官，精准感受茶叶温度、含水量的变化。

这看似浪漫的茶事，难度系数堪比“绣花”。
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奉化曲毫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敏光制茶已有 30多年，
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轻柔细致地抚过娇嫩的茶
芽。摊青、杀青、回潮、揉捻、初烘、炒制、烘干……
每一个步骤、每一份力道都马虎不得，必须恰到好
处，方能淬炼出最上品的味道。

“一斤早春茶大约有 50000个芽芯，一芽一叶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年和茶共同走过的时
光，周敏光有说不完的故事。

上世纪 60年代开始，西坞集中发展茶园。他
依稀记得，当时采茶季到了，每个村就派出两三名
老师傅手工炒茶，在制茶过程中，一点杂物都不能
掺和进去，火候和手法也需随时调整，方能让茶叶
相貌好且香气足。在此过程中，手掌烫起泡是常
有的事。

由于对细节把控得严谨，奉化茶场的地位在
全国都是响当当。

没过几年，由于订单量的增加以及茶园面积
的扩大，开始引进机器炒茶。但无论怎么变，依旧
需要制茶师傅凭借多年的经验，时刻把控制茶过
程中的每一道关。

“做茶，从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敏光感慨，制
茶是个辛苦活，如果一道工序做不到位，茶叶就做
不好。但再多的辛苦，也抵不过享受一杯清茶时
的那份喜悦。

当春芽叩醒山岚，来喝杯茶吧！

记者 毛超峥 邢昊臻
通讯员 郑行娜

3月6日晚，萧王庙街道五星
村妇联主席周锡英穿梭在人群
中，忙不迭地为五星村文艺队的
姐妹们梳妆、调整服装，每个人的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当晚，
大鼓、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舞
台上，文艺队的姐妹们全情投入；
舞台下，观众的掌声雷动，这支村
级草根文艺队迎来了她们的第五
次“三八”主题晚会。

从会议室到专业舞台

五星村文艺队成立于 2020
年，彼时，刚刚担任村妇联主席的
周锡英发动所属4个自然村的卫

生联络员挖掘文艺爱好者，组建了一
支12人的文艺队，而她们的初衷，是
能和志同道合的姐妹一起丰富业余
生活。队伍成立后，作为发起人的周
锡英和自己的好友卓鲁赞担任起了
教练的角色，两人利用休息时间自学
扇子舞后再手把手地帮助队员练动
作、排队型。经过半个月时间的打
磨，文艺队的首个作品初具雏形。
当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周
锡英牵头在五星村村委会会议室举
办了一场简单的主题晚会，当文艺
队的扇子舞亮相时，台下的阵阵欢
呼声让这些从未登台表演过的队员
感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文艺队如今已经发展至近 40
人规模，其中骨干成员有15人。演
出节目也从最早的扇子舞扩展至大

鼓、小鼓、民族舞等。随着五星村文
艺队的名气不断打响，青云村灯会
等大型文艺活动上也时常能看到她
们的身影。

村庄里流淌的文艺气息

首场“三八”主题晚会让五星村
文艺队“一炮而红”，村民想要延续
晚会的呼声也愈发高涨，为此，该村
两委会决定，由四个自然村每年轮
流举办“三八”主题晚会。作为一支
草根队伍，五星村文艺队的姐妹们
格外珍惜每次登台演出的机会，为
了呈现最好的风采，每年过年前，周
锡英就要开始筹划来年的晚会节目
单。除了要保证节目的丰富性外，
队员的排练效果也是周锡英最关心
的。每年春节假期一过，文艺队训

练就开始频繁了，往往一周要训练
至少 3次，有时甚至排练到晚上 10
时。

在文艺队的带动下，村里不少
拥有文艺梦的村民也自发组织，以
艺会友。村民李忠明、陈冬技是歌
唱爱好者，他们带头成立了一支由
10多人组成的周陈黄歌友团。

渐渐地，村风民俗也变了样，唱
歌跳舞代替了麻将双扣，各种文化
活动成了五星村村民业余生活的主
流方式，“三八”主题晚会的参演规
模也日益庞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
家门口圆了“舞台梦”。五载春秋，
这个最初由农村妇女撑起的文化舞
台，不仅演绎着新时代女性的自信
风采，更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描绘
出别样的文化图景。

草根舞台上的“她力量”
——萧王庙街道五星村文艺队的这五年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讯
员 马碧幸）“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我一个老头子，要是没有你们帮忙，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82岁的
陈爷爷紧紧握着区人民医院门诊陪
诊护士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陈爷爷患有“三高”，子女都在
外地工作，平时他在镇卫生院配
药。近日，他感到头晕，便想到区人
民医院进一步检查。然而，面对医
院复杂的就诊流程，陈爷爷犯了
难。在外地的儿子看到区人民医院
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门诊无偿陪诊服
务信息，便立刻拨打了预约热线，接
线人员在简单询问老人病情及基本
信息后，顺利为陈爷爷预约了陪诊
服务。

“陈爷爷到门诊大厅时，我一眼
就在人群中认出了他。他看起来很
紧张，说第一次来，完全找不到方
向。”陪诊护士方园园对当天的情景
记忆犹新。方园园随即和陈爷爷唠
起家常，迅速缓解了老人的紧张情

绪。她引导陈爷爷详细讲述症状和
就医需求，同时在心中规划好了清
晰的就医流程。从取号、就诊，到检
查、缴费、取药，每一步都安排得有
条不紊。

经过一上午有序就医，陈爷爷
心中满是感激。这份感激不仅来自
专业及时的诊疗，更因为在陌生的
医院环境中，他感受到了如家人般
的温暖与关怀。回到家后，陈爷爷
逢人便称赞：“现在社会真好，医院
服务这么周到，真是我们老年人的
福气！”

据了解，区人民医院门诊一站式
服务中心推出的无偿陪诊服务已开
展一个多月，服务30余名患者。这
一举措显著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让患者切实感受到医院的关怀。门
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护士长吴雪赞表
示：“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确
保更多像陈爷爷这样的患者能享受
到便捷、安心的就医体验。这是我
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责任。”

“临时家人”陪看病

暖心守护就医路

本报讯（记者 王红雨 通
讯员 范蕾）3月14日，奉化梅园

“桃香氤氲”，萧王庙中心小学“与
桃有约，花开见喜”美育浸润成果
展在这里揭幕，200余件师生作
品用篆刻、书法、木版画等多项非

遗技艺谱成了一曲动人的乡土文化
长歌。

通过“桃韵乡情”故事会、“新桃
换旧符”美育论坛等环节，学生从艺
术创作者转化为文化讲述者，将个
人创作与家族记忆、村落历史交织，

让“乡情”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
可触、可感、可传承的精神血脉。

在该校美术教师刘健的指导
下，学生们历时半年，走访 37户老
宅，将消逝的门头雕花转化为现代
版画《百家门楣》系列。

“这种‘创作—展示—转化’的
闭环模式，为乡村美育提供了可持
续样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奉
化区美术教研员邱积钏评价道。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3月
31日。

“与桃有约，花开见喜”美育浸润成果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3月16
日下午，岳林街道爽爽农场内洋溢
着青春的气息与浪漫的氛围，由岳
林街道总工会与区甬台众创小镇工
会联合会主办、区心之岸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承办的“i出发 e起来”单
身青年主题联谊活动在这里热烈展
开，吸引了60名单身未婚青年的热
情参与。

活动现场温馨而浪漫，通过
“MBTI人格测试”“共用大脑”“无声
之塔”“共筑鹊桥”“心动信号”等五

个环节，青年嘉宾不仅增强了团队
协作能力，还加深了对自我与他人
的认知。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帮助
单身青年拓宽社交圈子，加深相互
了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岳林
街道总工会负责人表示，未来，街道
总工会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服务
至上”的理念，依托多方位的社会服
务品牌，不断拓宽服务范围、创新服
务模式，为单身青年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交友平台。

“i出发e起来”

60名青年共赴爱情与友谊之约

本报讯（记者 方振 单晓
峰 通讯员 骆平山）“交警哥哥
这个善举，让我感觉奉化这个城
市十分温暖。”近日，尚田街道街
头发生暖心一幕，一名年轻小伙
因电动自行车没电在夜幕中艰难
推行。巡逻交警发现后，将小伙

连人带车送回了家，这让刚来奉化
打工不久的他直呼温暖。

3月 11日晚上 7时 40分左右，
在尚田街道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小
伙小尚在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电动
自行车电量耗尽的窘境，无奈的他
只能沿着甬临线将车推回家。

“小兄弟，需要帮忙吗？”此时，
正在开展日常巡逻的尚田交警中队
辅警陈路帮正好看到了这一情况，
询问后得知小伙是因为电动自行车
骑到半路没电了，且离家还有不少
距离，便热心地帮助小伙把车抬上
警车，并一路护送回家。

小尚年后刚从贵州来到奉化工
作不久，当天下午临时来工厂加班，
电动自行车并未充满电，这才导致
了开头那一幕的窘境。“从尚田到我
住的莼湖街道下陈村，差不多有十
几公里，人生地不熟的，多亏了你
们。”小尚连连向交警表示感谢。

小伙下班路上车“断电” 交警暖心送回家

姐妹们，采茶去咧

一芽一叶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忙。清晨5
时，采茶女工散落在碧色的茶山里，口中哼着小
调，双手如同灵巧的蝴蝶，上下翻飞，娴熟地摘下
一片片新芽，山谷里不时回响起爽朗的笑声。

3月初，西坞街道雨易山房来了今年第一
批 20多名河南籍采茶工，年龄都在 50岁左
右。40天的采茶季，对她们而言，更像是赴一
场春日之约。

“年初听说奉化又开始招采茶工，便约着
邻村的姐妹们再次背上铺盖采茶来。”今年是
李爱勤来奉化采茶的第八个年头，她已然是采
茶队伍里的主力。

“采春茶要求高哦，必须一芽一叶。”李爱
勤笑着说，春茶品质上乘，第一步就是对采摘

“斤斤计较”，一捻一提都有讲究。现在茶山发
展得越来越好，采茶工的收入也很可观，采茶
队伍里的好多女工都是她“吆喝”来的。

去年，作为“新人”的刘美芝一个采茶季赚
了近 6000元，在队伍里不算多，离开时，她跟
茶场老板和姐妹们约着下一个采茶季再见。

“刚来的时候手生，采到后期就逐渐找到
感觉了。农村妇女在家没事干，现在也算是掌
握了一门手艺，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在刘美芝
眼里，往返有车接送，吃住不用愁，下了班姐妹
们说说笑笑很开心，而且采茶季遇上桃花开，
就跟旅游一样，这工作很浪漫。

万物随春醒，美好皆可期。采茶工的心也
如同春天一样，充满了希望。望向一垄垄整齐
排列的茶树，大伙只有一个想法——茶山已
醒，春天是一刻都不能等的，茶芽可得抓紧采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