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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仇洁

“ 充 煤 气 嘞 ”“ 充 煤 气
嘞”⋯⋯1 月 25 日下午，充气工
江永夫驾驶着小三轮车在几个居
民小区转悠，车上的电喇叭传出
一声声吆喝。听到响声，偶有居
民拎着空瓶出来，找老江充换瓶
装液化气。

如今，随着管道天然气的普
及，城里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瓶装
液化气了。而在许多乡村，瓶装
液化气依然是老百姓主要的生活
燃料，充气工也是他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帮手”。

今年 61 岁的江永夫是奉化
溪口镇的一名充气工，从事这一
行 已 整 整 27 年 了 。 江 永 夫 说 ，
他 早 上 8 时 就 出 门 了 ， 每 天 上
午、下午各收一趟，把居民家空
的气瓶收上来，拿到充气站灌满
后，再送回居民家中，一直要忙
到傍晚才收工。一般每只气瓶充
换费是 8 元，路远的收 10 元。

临近过年，居民的用气量增
加了，江永夫也更忙了。“现在
每天要充换 20 余只气瓶，比平
时多出一半左右。”江永夫说，
快过年了，更要把活儿干好，万
一谁家烧年夜饭没气用了，那可

坏了事。
充气工是一项体力活，天天

风雨无阻为居民服务，全年基本
没有休息日。江永夫告诉记者，
他要干到除夕下午三点才歇息，
春节休息三天，正月初四就接着
上班了。而休息的这三天，站里
会另外安排其他人值班，为居民

提供充换服务。
溪口镇燃气站负责溪口、萧王

庙两个镇 （街道） 的瓶装气充换
业务，有 30 多名充气工。奉化区
有 8 个这样的燃气站。站长骆子超
说，溪口有 50 多个大小村庄，很
多村庄地处偏远山区，且村民很
少。针对这些情况，站里会定期派

人上门提供充换服务，或者让村里
小店帮忙运送，确保山村居民用气

“不断档”。
除了充换气瓶，江永夫还承

担居民用气安全检查工作。每到
一家换好气瓶之后，他要扫码核
对气瓶，并且仔细检查用户家的
燃 气 灶 ， 看 是 否 有 熄 火 保 护 装
置，检查气瓶连接是否牢靠、连
接软管质量有无问题，最后手机
把检查结果上传到管理后台。“如
果发现有安全隐患，我们要及时提
醒用户，督促他们改正。”江永夫
说。

长年走街串巷，老江与很多居
民非常熟络。牌门头路居民王广云
家 10 多年来都是让老江帮忙充换
瓶 装 气 的 。“ 老 江 做 事 仔 细 、 负
责，我们信任他。”王师傅说。

江永夫说，当了这么多年充气
工，能为大家服务，自己也喜欢上
了这个行当。想到再过两年自己就
要歇下来不干了，江永夫内心有些
不舍。

给用户换好气瓶后，江永夫驾
着小三轮迎着寒风又上路了。街头
灯笼高挂，年味越来越浓。“充煤
气嘞”⋯⋯在这声声吆喝中，充气
工用心守护着乡村的“烟火气”，
给千家万户带去温暖。

乡村充气工：

守护万家“烟火气”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朱涵 姜宇涵 罗梦圆

前不久，在海宁盐官镇桃园
村举行的 2025 浙江省农村文化
礼堂“我们的村晚”主场活动
中，来自镇海的薛骅及其团队凭
借 精 彩 的 魔 术 节 目 《乡 村 巨

“变”》，赢得了在场观众雷鸣般

的掌声。“虽然我很激动，但没
有一丝紧张，我希望自己以最好
的状态传递和展现宁波的热情和
特色。”薛骅说。

薛骅今年 35 岁，因面容酷
似刘谦、手法出神入化，被称为
镇海“小刘谦”。他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魔术狂”。

“7 岁那年，我在镇海区人

民大会堂参演了一个魔术节目。”
薛骅说，当听到台下经久不息的掌
声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进入“魔术
圈”，“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拜师
学艺’，而是通过与各地魔术大师
交流切磋技艺、参加各类演出比
赛，让自己快速成长”。

大学毕业后，薛骅与同行组
建了一支 12 人的创意小团队，坚

持自主研发魔术、打磨台本、拍
摄视频。什么都学、什么都干的
他 带 领 团 队 修 炼 出 “ 十 八 般 武
艺 ”， 在 央 视 《我 要 上 春 晚》 及
地方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中崭露头
角。

2024 年底，薛骅代表镇海区
参加浙江省“我要上村晚”达人大
赛并获得一等奖后，收到了省“村
晚”的邀请函。

“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刻，心情
是激动的，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压
力。”薛骅坦言，从设计魔术情景
到提交样片审核，只有短短 20 天
时间。但压力也是动力，薛骅及其
团队很快投入创作。

如 何 在 8 分 钟 内 完 成 魔 术 表
演，并且展现宁波特色？如何让魔
术表演接地气、聚人气？众人一边
设计道具和台词，一边将宁波元素
融入其中。几个日夜后，魔术 《乡
村巨“变”》 诞生了。

“‘村晚’的受众就是我们
最普通的村民，我的魔术特色就
是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互动，一步
步、一层层递进，带领他们进入
魔术世界，为他们送上惊喜与快
乐 。” 薛 骅 说 ， 他 还 把 “ 微 笑 镇
海”IP 文创产品送给现场幸运观
众，这背后也寄托了薛骅“让村
民把新春幸福带回家”的朴素愿
望。

“魔术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希望大家感受到的不只是
神奇，还有感恩和感谢，我也欢迎
外地朋友来我的家乡宁波做客。”
薛骅说。

镇海“小刘谦”：

把魔术“秀”到省“村晚”舞台

记者 何晴 通讯员 蒋则蔚

在邱科杰眼中，象山黄避岙
乡高泥村是个被海盐“腌渍”入
味的小村，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咸
腥味。在这里，家家户户靠海吃
海，村民养黄鱼、晾浒苔、晒鱼
鲞，整日忙碌于渔业生产。

2018 年，邱科杰作为景观
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实习时碰巧
到高泥村做项目。踏进村子，一
股熟悉的咸腥味扑面而来。对于
邱科杰来说，这股熟悉的味道背
后蕴藏着高泥村的无限潜力：丰

饶的山海资源、便捷的道路交
通、成熟的黄鱼养殖产业⋯⋯

“我想回来，我要回来！”一
个念头在他脑海中萌生。毕业
后，他便留在村里帮父辈卖起了
海产品。闲暇时光，他还会拍摄
短视频记录渔村生活。

临近春节，高泥村迎来黄鱼
丰收。每到黄昏时分，小船的马
达声就会在海边响起，循着声音
望去，一筐筐鲜活的黄鱼被抬上
码头，紧接着被送入库房，由渔
嫂打包、发货。

“你不要拍我，我长得不好

看！”这些忙碌的村民都很和善，
面对邱科杰的镜头，他们的脸上挂
着腼腆的笑容，质朴而纯粹。其
实，这是一种幸福的笑容。邱科杰
带着记者来到高泥村的海边。不远
处的海面上，新型环保养殖网箱列
队成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去年，乡政府鼓励渔民将养
殖网箱‘以旧换新’，现在，大部
分村民用上了这种环保结实的养殖
网箱，渔民‘耕海牧渔’的生活条
件改善了不少。”他说。

村里的变化不止于这些。“以
前，村里养殖的黄鱼大多被批发商

收购，价格相对较低，现在大家可
以通过网络销售，把黄鱼卖出更高
的价格。”邱科杰说。

这两年，村里有人研发贮存技
术，将鲜活的大黄鱼送到家；有人
在养殖网箱上架起鱼竿搞起了休闲
垂钓。村里黄鱼养殖产业越来越多
样化，村民的生活也蒸蒸日上，人
均收入可达 20 万元。

“村民也许没有光鲜亮丽的着
装，却在踏实地书写着自己的故
事，我希望自己用视频真实地记录
下来，让更多人了解高泥村，走进
高泥村。”邱科杰说。

返村大学生:

用镜头记录渔村的“咸腥味”

江永夫正在送瓶装液化气。 （余建文 仇洁 摄）

薛骅正在表演魔术。 （镇海招宝山街道供图）

记 者 陈结生
通讯员 宣佳含 周宣羽

随着农历新年日益临近，宁
波水产品批发市场迎来了节前
消费高峰。前日，记者来到市场，
这里人头攒动，洋溢着浓浓的节
日氛围。大世界交易区的“阿良
海鲜大世界”店门口，摆满了琳
琅满目的海鲜，肥美的带鱼、鲜
嫩的竹节虾，以及银光闪闪的鲳
鱼等各类海鲜应有尽有，宛如一
个小型海鲜超市，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据悉，该批发市场过
年期间不打烊。

市民黎敬元把精心挑选的
海鲜放入篮筐中准备结算，他开
心地说：“宁波人的年夜饭上一
定要有大黄鱼、泥螺等海鲜。这
里的老板还可以根据顾客需求
帮忙搭配海鲜大礼包，服务不
错。”市民晏先生计划采购 56 个
海鲜礼盒，他说：“批发市场里的
海鲜品种丰富，一直是我们采购
的首选地。”

海鲜经营户毛坤良介绍，过
年期间，宁波人走亲访友喜欢送
海鲜礼盒，最近雷达网油带鱼、
鲳鱼、野生黄鱼、墨鱼等海鲜销
量不错。目前，一斤半左右的雷
达网油带鱼批发价每斤 120 元
左右；流网捕捞的 8 两以上的鲳
鱼批发价为每斤 500 元，拖网的
只需每斤 200 元；二两半到三两

的本地野生黄鱼批发价为每斤
100 元；三两到半斤的大号竹节
虾批发价每斤 160 元至 170 元。

毛坤良还透露，由于临近春
节，船只陆续回港，海鲜供应量
增加，价格反而比前几天有所下
降，“现在一天能卖出四五千斤，
比上个月增加了一半多”。

在咸干交易区的嵊泗海产
批发部，员工们正忙着制作糟
鳗，剁鳗筒的声音此起彼伏。老
板鲍士军介绍，鳗筒是宁波人必
备的年货之一，因此这几天卖得
很不错。他还介绍，他们在去年
11月收购了大量新鲜鳗鱼，因此
鳗筒价格不受近期鲜货供应影
响，一直比较平稳。用酒糟腌制
的糟鳗风味独特，销量也很好。

在海蜇泥螺交易区的王水昌
海产批发商行，经营户王水昌正
忙着给客人介绍、称重，忙得不可
开交。他告诉记者，过年前最畅
销的是慈溪龙山产的桃花泥螺，
280 克大规格泥螺卖 30 元一罐，
同等重量的小规格泥螺则卖 15
元一罐。“桃花泥螺口感脆嫩，深
受消费者喜爱。本月每天能卖出
五六百罐，多的时候甚至上千
罐。”王水昌笑着说。

据市场管理方统计，最近一
周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达 1325
吨 ，同 比 增 长 36% ，囤 货 量 达
5300 吨，保障春节期间稳定供
应给市民。

为了市民年夜饭上的一道鲜味

这个市场过年不打烊

新春走基层

市民正在购买海鲜。 （陈结生 摄）

记者 陈章升

一枚 2025 年版银质熊猫纪
念币、一枚蛇年纪念币、一张蛇
年纪念钞，以及一枚面市不久的
乙巳年福字银币⋯⋯昨日一大
早，市民张女士将自己近段时间
购买的纪念币、纪念钞放入压岁
包，打算在除夕夜送给儿子，让
他在新年讨个好彩头。

“福气临门，蛇年大吉。”张
女士指着压岁包里的“金融年
货”说，希望儿子收到后能感受
到别样的年味。

春节临近，宁波各大收藏品
市场的人气持续攀升。一些市民
前往集市“淘宝”，各种贺岁纪念
币、贺岁纪念钞成为市场里的

“香饽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币’不同。”范宅文化商场经
营户张先生说，这两天蛇年纪念
币、蛇年纪念钞是宁波收藏品市
场里的两大“明星”。目前，蛇年
纪念币单枚交易价约 16元，蛇年
纪念钞单张交易价超过35元。

张先生提到的蛇年纪念币
为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根据央行
发布的相关公告，这种纪念币的
图案融合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与装饰年画元素，上面印制“乙
巳”字样。与其同时面市的蛇年
纪念钞正面主景为蛇的造型图

案，背面主景为“儿童贴春联”图
案。

贺岁纪念币（钞）图案精美，
拥有不少“粉丝”。去年 12 月，蛇
年纪念币、蛇年纪念钞网上预约
服务开通时，就出现过“上线秒
杀”的场景。

“本月初，一枚蛇年纪念币、
一张蛇年纪念钞的交易价一度
攀升至 65 元。此后价格稍有回
落。不过，随着近期市场需求量
增大，‘一币一钞’的交易价又超
过 50 元了。”在宁波古玩城经营
纪念币的韩先生告诉记者。

除了蛇年纪念币、蛇年纪念
钞，福字银币的人气也颇旺。据
了解，2015 年以来，福字银币的
发行种类已达 11 种。其中，前 9
种采用卡册包装，2024 年版和
2025 年版的福字银币包装形式
都是“盲盒”。

“今年的福字币不仅造型别
致，包装也让人眼前一亮。”钱币
收藏爱好者王小姐说，“盲盒”里
有一枚福字银币、一张收藏证
书，还有一个小玩偶，“至于里面
的小玩偶是什么，大家打开盒子
后才能知道”。

目前 ，2025 年版福字银币
“盲盒”售价约 175 元。另外，市
民关注的 30 克重的 2025 年版圆
形普制“熊猫银币”单枚市场交
易价在 270 元以上。

福字银币、蛇年纪念币……

这些“金融年货”装进压岁包

蛇年纪念钞和纪念币。 （陈章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