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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重
要组成部分的溪口，藏着一泓被
时光偏爱的碧水——亭下湖。古
往今来，文人墨客的妙笔在此流
连，一句“岸行幽径水行舟，亭下
湖边绿荫稠”，道不尽它的婉约风
情。近几年，亭下湖凭借春日如
茵“草原”火遍网络，被网友亲昵
地唤作“宁波版赛里木湖”，成了
众人争相打卡的世外桃源。

亭下水库距溪口镇约 5 公
里，南倚剡溪九曲的柔波，北连雪
窦寺的禅意、千丈岩的磅礴、徐凫

岩的险峻。42公里的湖岸线蜿蜒
如丝带，缠绕着茂密的森林，似美人
裙摆轻扬。而它还有个更重要的身
份——宁波的“大水缸”，是城市生
命的源泉。

这里的湖水四季澄澈如碧，水质
堪称一流。而为了守护这份纯净，奉
化可谓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水源地
保护区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开

展高频次日常巡查和库面保洁，从
源头杜绝污染。创新采用“采测分
离+简易化验+自动监测”三位一体
监测体系，就像给湖水装了个“智能
大脑”，实时精准把控水质变化。积
极开展山区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
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升。更绝妙的
是“养鱼保水”“养鱼治水”的奇招，
鱼儿成了水域的“生态清洁工”，在
守护家园的同时，也悄悄酝酿着一

场舌尖上的盛宴。
湖光潋滟处，鱼儿自悠然。这

方水土的灵秀，尽数化作湖底的生
命韵律，孕育出丰富的渔业资源。
花鲢、白鲢、鲤鱼和草鱼等品类繁多
的鱼儿，顺着水流舒展身躯，吞吐着
纯净的湖水，在四季流转中慢慢生
长。春日浅尝水草嫩芽，盛夏追逐
浮游生物，秋来吸纳山林灵气，冬时
积蓄一湖精华。它们既是生态的净
化者，也是时光的馈赠者，这般“躺
平式生长”，让鱼肉褪去泥腥，沉淀
出自然的鲜甜。

山水滋养 一湖灵韵化珍馐

每逢捕捞季，经验丰富的渔
工们便开启了一场与自然的默契
协作。

清晨6时，雾气还未散尽，经
验老到的渔工陈玲珠等人驾着小
船，驶向湖心。约莫驶出 30分
钟，等一切就位，渔工们缓缓围网
收拢。随着渔网收拢，平静的湖
面瞬间热闹起来，鱼儿们欢快地
跳跃，水花四溅。

渔工们个个是“鱼界伯乐”，

“抓大放小”的理念早已刻进骨子
里。“仔细一点，5斤以下的鱼全都
放走。”浑身湿透的陈玲珠大声叮嘱
同伴。捕鱼10多年，陈玲珠随手一
掂，就能分辨出哪些鱼儿还需在湖
底继续“修炼”，将不够分量的幼鱼
轻轻放回湖中，如同归还自然的珍
宝。等鱼儿一尾尾上了船，渔工们

满载而归。渔工王叶东吃力地抱起
一条约莫30斤的胖头鱼，丰收的喜
悦溢于言表。

“好山好水养出好鱼，鱼儿又反
哺绿水青山。”陈玲珠道出了亭下湖
的生态密码。每年12月，数十万的
鱼苗跃入湖底，不喂养任何的人工
饲料，开启纯净水域的成长之旅。

而捕捞季却严守“慢节奏”——仅在
6月至 10月间，且常间隔多日才撒
网一次。

这般克制与坚守，让胖头鱼得
以在山水间从容生长，长成鲜嫩肥
美的“湖鲜顶流”。

岸边，各地客商翘首以盼，一筐
筐活蹦乱跳的胖头鱼被迅速装入活
鱼专用运输车，以最快速度奔赴宁
波及周边市民的餐桌。

慢捕细放 鱼水互哺鲜味长

“看这胖头鱼，喝着亭下湖水
长大的，头大尾小，通体泛着光
泽，非常好辨认。”溪口民镇食府
厨师长何刚杰从水池中捞出鱼
来，两只胳膊环抱着才将鱼托起。

另一侧的点菜台处，十来个
砂锅一字排开，亭下湖鱼头是当
之无愧的“流量”担当。“这鱼啊，
尝一口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妙处，
节假日一天能卖出 80条。”何刚
杰说，想要充分释放这份美味，从
原料挑选到烹饪出锅，每一步都
暗藏玄机。

亭下湖鱼头以多种口味呈

现，有红烧鱼头、剁椒鱼头、酸菜鱼
头、泡椒鱼头、石锅鱼头、椒盐鱼头、
雪汁清蒸鱼头、鱼头粉丝煲等等。
其中，红烧鱼头最为经典，点单的食
客也最多。

为让汤汁浸透肌理，鱼身要精
准划刀；煎至金黄时须得“听声辨
色”，煎鱼头外皮至微黄再翻面，待
鱼皮发出细密的“滋滋”声才恰到好
处；文火慢炖的一小时里，厨师要反
复浇淋汤汁，让红烧的醇厚滋味一

点点渗入每一丝白嫩鱼肉中。
时间还未到，香气便从锅盖的缝

隙中溜了出来，勾引着食客的馋涎。
掀开锅盖一看，浓稠的琥珀色汤汁翻
涌如浪，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鱼好了！”一声吆喝，鱼头便辗转
来到食客面前，满座目光瞬间聚焦。

“这味道对！我 80岁的人了，
在这里吃了十几年还是惦记这口
鲜！”溪口镇的杨先生夹起一块鱼
肉，蘸上浓郁的汤汁，鲜嫩入味，山

水也随之入胃。
在奉化人的餐桌上，鱼头从不

是简单的佳肴，而是团圆的注脚。
家人围坐时，热气腾腾的鱼头摆在
中央，寓意“鸿运当头”；朋友相聚
时，夹一筷子鱼肉相敬，传递“万事
顺意”的祝福。山水滋养的生态环
境，快煎慢炖的烹饪哲学，成就亭下
湖鱼头的一口鲜嫩。从生长到捕
捞，从烹饪到享用，山水入味，这道
凝聚着山水灵韵与人间烟火的美
味，是自然馈赠与人文匠心的默契，
也早已超越味觉享受，成为镌刻在
奉化人记忆里的文化图腾。

文火慢煨 山水住进鱼头里

记者 郑连乔 王层裕 何腾涛 王红雨

山水间的“慢食”哲学，竟藏在一碗鱼头里？
在奉化的湖光山色间，亭下湖的胖头鱼在碧波中

悠游生长，不慌不忙攒足山水精华；捕捞时遵循时令，
不紧不慢围网收网、抓大放小，留足生长空间；烹饪时
文火慢煨，把一湖山水的灵气，统统揉进嫩滑的鱼肉
里。慢养，得天地滋养；慢捕，守生态平衡；慢煨，酿山
水真味。

一道亭下湖鱼头，从碧波到餐桌，每一步都诠释
着“慢”的哲学，是味蕾的极致享受，更是奉化山水人
文的独特表达。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奉城拾光”，品
味这碗鱼头里的山水慢韵，感受那份来自奉化的岁月
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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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下湖鱼头：且待山水慢慢“酿” 一湖鲜香煨时光

本报讯（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骆平山）5月 12日上午 8时许，
奉化城区迎来早高峰时段。在南山
路与中山路交叉路口，一位年约七
旬的老婆婆与同伴结伴而行。在通
过人行横道后，老人正准备弯腰拾
起同伴放置的随身包裹时，突然面
色苍白、身体摇晃，随即晕倒在车流
不息的马路上。

这一突发状况立即引起了周边
市民的注意，但由于缺乏专业救助
知识，众人一时手足无措。正在该
路口执行早高峰执勤任务的大桥交
警中队辅警傅裕雷敏锐地发现了这
一情况。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三
步并作两步赶到老人身边。

“阿姨您怎么了？能听到我说

话吗？”傅裕雷一边轻声询问，一边
蹲下身仔细检查老人状况。在确认
老人意识尚清醒且无明显外伤后，
他立即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老人搀扶
至路边阴凉处。其间，傅裕雷始终
保持着专业而温和的态度，不时安
抚老人情绪：“您先别着急，我们慢
慢来。”

在路边休息约10分钟后，老人
面色逐渐恢复红润，体力也有所好
转。经了解，老人是因天气炎热加
上弯腰动作导致短暂性头晕。临别
时，老人紧紧握住傅裕雷的手连声
道谢：“多亏了你们，真是太感谢
了！”确认老人已无大碍后，傅裕雷
才放心地目送老人离开，随即返回
工作岗位。

警民合力救助晕倒老人
暖心举动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
林威 通讯员 王郑靖）5月 14
日，走进裘村镇港湾家庭农场青
梅果园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青
梅青翠欲滴。果农们穿梭其间，
或垫脚伸臂，或弯腰蹲地，娴熟地
将青梅采摘下来，放入身边的箩
筐里。

“青梅产量高，好打理。我们种
植了100多株青梅树，目前已经采摘
了5000多斤，价格最高的时候1.5元
每斤卖给果脯厂，也是一笔可观的
收入。”农场负责人杨志吉一边忙着
采摘青梅，一边高兴地说道，“青梅要
手工采摘，品质才更好。虽然辛苦
点，但能保证青梅的新鲜度和品质。”

趁着刚摘下，随手放一颗进嘴
里，入口便是清脆，开始会有酸涩之
感，但青梅的“后劲儿”会带来淡淡的
回甘。“采摘后的青梅被送往工厂，加
工成梅干、话梅等食品，我们自己也
会留一些制作青梅酒。”杨志吉说道。

据悉，目前裘村镇青梅种植面
积约700亩，每亩产量在750公斤至

1000公斤左右，年产量在50万公斤
以上。累累硕果，不仅为果农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更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致富果”。裘村镇正“以
梅为媒”，开发青梅深加工产品，不
断延伸青梅产业链条、提升青梅产
品附加值，绘就一幅产业兴、农民
富、农村美的“梅”好图景。

青梅挂满枝头 绘就“梅”好图景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
讯员 马碧幸）近日，在浙江省肿
瘤医院举行的华东六省“镜益求
精”青年医师腹腔镜技能大赛中，
奉化医疗团队大放异彩。区人民
医院医生刘飞、区妇幼保健院医
生张莹蓉凭借卓越技艺，分别斩

获大赛一等奖、二等奖，获得全国总
决赛参赛资格。

此次大赛由广东省医学教育协
会、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联合浙江
省癌症基金会等权威机构举办，堪称
腹腔镜技能竞赛领域的顶级赛事。
大赛设置干性和湿性两大极具挑战

性的竞赛模块，全方位考验选手的专
业技能、心理素质与团队协作能力。

“每一台手术都是对生命的敬
畏与守护。”谈及参赛心得，刘飞表
示，为备战此次比赛，已连续1个月
每天下班后坚持加练4小时。尽管
妇科腹腔镜手术以精细著称，但与

外科同仁同台竞技，既是挑战更是
提升自我的契机。

据悉，6月13日，他们将与其他
4支团队一起代表华东赛区，赴广州
参加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举行
的全国总决赛，与来自全国其他赛
区胜出的优秀青年医师同台竞技。

我区两名青年医师斩获华东腹腔镜技能大赛奖项
获得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徐琼 虞金
辉 通讯员 戎歆）今年5月30日
是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
活动主题为“矢志创新发展 建设
科技强国”。5月14日，区科协举办

“弘扬科学家精神书法笔会”，多位
奉化本土书法家以笔墨寄情，创作
主题书法作品致敬科技工作者。

活动现场，书法家将“求索”“抱
朴”“腾飞”书写在宣纸之上，运用

篆、隶、楷、行多种书体挥毫创作。
活动创作的全部作品将赠予年度优
秀科技工作者，传递社会各界对科
技创新的支持与期待。

“这是用传统艺术礼赞科研初
心，也是以文化力量厚植创新土
壤。”区科协主席王亦建表示，通过
书画艺术弘扬科学家精神，旨在营
造尊才爱才的良好氛围。

礼敬科技工作者

区科协举办书法笔会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
林威 夏嘉莲 通讯员 俞佳
莉 张蒙达）近日，为检验水库防
洪度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切实
提高水库应急抢险水平，亭下水
库管理站开展 2025年防汛抢险
应急演练，水库防汛防旱领导小
组成员、6个应急工作组成员参

加演练。
本场防汛应急演练以模拟应对

今年第1号台风为背景开展。现场
实地模拟以泄洪流量 60立方米/秒
开启溢洪道闸门泄洪和因线路故障
电源失电情况下开启备用柴油发电
机组供电操作闸门泄洪等内容。

随着防汛防旱领导小组组长一

声令下，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拉响
坝顶声响预警，加大巡查频次”“启
用备用电源，检查发电机各项指标”

“依次开启3-4、2-5、1-6号闸门，闸
门开度为 0.35米”……整个演练过
程紧张有序，各队伍各司其职反应
迅速、配合默契，历时一个小时，圆
满完成各项防汛抢险任务。

区水利局水库管理中心工程管
理科科长王红光表示：“通过此次演
练，进一步提升了应对汛期复杂情
况的能力，为坚决打好今年汛期水
旱灾害防御攻坚战筑牢了基础。我
们将以实战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
应急预案，优化协同机制，确保在关
键时刻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

实战演练强本领 筑牢防汛“安全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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