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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博

昨日凌晨 3 点，鄞州区东吴镇
天童老街还沉浸在夜色中。

62 岁的史定红此时已摸黑起
床，熟练地淘米、蒸煮、揉面、
备馅，反复捶打糯米团。柴火灶
里跃动的火苗映照着他布满皱纹
的脸庞。

5 小时后，第一锅麻糍新鲜
出炉。

自 35 岁入行，史定红做麻糍
已近三十载。每年 3 月中旬至 5 月
中旬，他开的“麻糍与酒”小店都门
庭若市。

清明节前后，宁波人有互赠麻
糍的习俗，成箱订购麻糍；“五一”
假期，游客纷至沓来，更加供不应
求。

“我家的麻糍纯手工制作，要
不停地揉面、捶打，体力消耗非常
大。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倒着数
日子，盼着能早点歇一歇。”史定红
告诉记者。

与史定红家相隔不到 500 米
的小店“向往的生活”同样忙碌。该
店由村民傅后苗和妻子应士林共
同打造，主营乌米饭、青团等老底
子美食。

“今早刚发了 50 个快递，上
海、北京、江苏的订单占了大半，全
是老主顾！”傅后苗笑着说。

话音未落，从市区赶来的陈
师傅推门而入。陈师傅坐地铁、
转公交，只为抢购他家的乌米
饭。

“吃过那么多，独爱他家的味
道。米香混着草木清香，是老宁
波人的回忆！”陈师傅说。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天童老
街，曾经庙会喧天、集市熙攘、社戏
悠扬，热闹非凡。

如今，这条承载着历史记忆
的老街焕发新生，已汇聚 40 余家
特色店铺，涵盖艺术展陈、文创
好物、餐饮娱乐、生活服务等业
态。

采 访 当 天 ， 记 者 在 老 街 漫
步，只见一家家餐厅、书屋错落
有致，宋韵风格会客厅、汉服美
学馆装饰精致，老街店铺充满烟
火气息，处处彰显活力。

村民李寅君在老街开了家钟
表修理店，因为技术精湛，常有
客人从市区慕名而来找他修表；
村 民 赵 敏 华 开 了 家 “ 品 境 素
食”，店内一款羊肚菌紫苏八珍
素 面 上 榜 大 众 点 评 宁 波 “ 必 吃

榜”，这个“五一”假期，一天就
卖了 50 碗⋯⋯

平日里，老街静谧悠然，仿
若一位娴静的老者。然而，到了
节假日，这里便摇身一变，人声
鼎沸。过去一个月来，仅研学师
生，老街就接待了 5000 人次。

“今年‘五一’假期，这份热
闹更上一层楼。假期前三日，游
客数量已达 1.4 万人次。”东吴镇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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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婷婷展示融合醒狮元素的面点。

记 者 王佳辉
通讯员 庄源 周旦

在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的
“云上鞍山·共富工坊”内，一场
关于中式面点的“魔法”正在上
演：寓意吉祥的醒狮馒头、可转动
的摩天轮馒头⋯⋯这些造型多变、
创意十足的面点，皆出自青年创业
者迟婷婷的巧手。

今年“五一”假期，她的线下
门店“馒有趣”开始试营业，很快
吸引了村民和游客的目光。“这哪
里是馒头，简直就像是艺术品！”
大家的由衷赞叹，让迟婷婷乐开了
花。

时间倒回到 2017 年，出于对

面点制作的热爱，迟婷婷毅然辞
去原有工作，全身心投入中式面
点的研发与推广。那时的她未曾
料到，自己竟能在新中式面点这
条赛道上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
天地。

如今，她的顾客遍布五湖四
海，逢年过节推出的新品总是供不
应求，需要提前一周预订。

“相较于西点，中式面点少油
少糖，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也更
健康。”迟婷婷介绍，她始终坚持
以健康饮食为核心，其面点色彩均
源自纯天然果蔬，保证零添加，小
朋友也能放心享用。

创新不仅于此，迟婷婷的面点
不仅美味健康，更成了一种文化载
体。她善于将京剧脸谱、醒狮等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面点造型，让传统
面点在她手中呈现崭新面貌。

通过线上平台的推广，迟婷婷
的“馒有趣”品牌崭露头角，但她
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将目光转向了
线下开店这一“蓄谋已久”的计
划。

3 月底，迟婷婷的店铺正式入
驻鞍山村。得益于“云上鞍山·共
富工坊”推出的“天使工位”项
目，她获得了三个月免租金的青年
创业优惠，为开店前期的装修和采
购减轻了不小的压力。

“馒有趣”的入驻为鞍山村带
来了全新活力。与此同时，鞍山村
的人流量也为迟婷婷的门店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客源。

她深知，这份来自乡村的助
力，是她创业路上的一笔宝贵财
富。

“我希望能为乡村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因此今后打算聘请村民
到店里帮忙。我会手把手传授面点
技术，帮他们实现灵活就业、创收
致富。”迟婷婷说。

村里来了
面点“魔术师”

夜色中的天童老街夜色中的天童老街。。（（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史定红正在做麻糍。 （王博 摄）

老街里的文创小店。 （王博 摄）

【上接第1版①】初次入户走
访时，高原反应给了这名甘肃姑
娘一记下马威——头痛欲裂、呼
吸艰难，稀薄的氧气、灼人的紫
外线考验着她的意志。可黄荟如
和伙伴们不忘解民忧的工作初心
坚持了下来，当牧民说出“热合
买提”（意为感谢） 时，她感受到
了帕米尔高原的深情和鼓舞。

“在高原的这一年，是我人生
当中成长最快的一年。”同在塔县
服务的志愿者王兵说。为民服务
的家国信念支撑着这支年轻的队
伍，在近一年的基层锻炼后，最
初的45名志愿者有43人主动申请
延期。

20 多年来，陆续赴新疆服务
就业的青年群体人数累计超过 10
万，其中九成以上服务基层，七
成以上留在南疆。

2005 年夏天，一列绿皮火车
载着 900 多名青年学子，从山东
济南缓缓驶向新疆。车厢内，25
岁的李飞倚窗而坐。刚刚从山东
大学医学部毕业，他报名参加了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前往新
疆伊犁。

如今，这位曾挤在列车里的
青年，在服务期满后选择留下
来，20 年如一日为当地各族群众
服务诊疗。

“就像许多人一样，在这里待
得越久，就越舍不得离开。”作为
最早一批的志愿者，李飞见证了
一批又一批志愿者们的成长。“虽
然我们来自天南海北，但现在，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伊犁
人。”

天山南北 大有可为

天山脚下的深夜，国网新疆
电科院实验室荧光屏闪烁。

重庆妹子吴小芳仔细分析每
一组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影响电网稳定运行的因素。2023
年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
她辞别家人，选择来到新疆。30
岁的她已多次深入参与首台首套
构网型设备仿真与试验分析项
目，积极参与新疆直流外送第三
通道——“坤渝直流”项目的稳
定计算任务，在“电力丝绸之
路”上筑牢安全屏障。

“相比其他省区，新疆电网有
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锻炼与成长
也更加充分。”她说，“我想把专
业知识用在祖国更需要的地方，
愿意在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吴
小芳的努力和成果得到了认可，
成功入选新疆“天池英才”人才
计划。

为更好地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新疆近年来不断强化政策保
障、优化就业服务。设立 100 亿
元新疆人才发展基金，启动实施

“2+5”重点人才计划。围绕高质
量建设“十大产业集群”等重大
需求，新疆创设并实施“天山英
才”培养计划、“天池英才”引进
计划两个综合性人才计划及 5 个
重大人才项目，建立“导师带
徒”“青马工程”等培养机制，推
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
金链深度融合，让每一份青春奉
献都在建设边疆的同时，也成就
更好的自己。

王良哲所在的吉庆油田作业
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
油示范区。2023 年，他便加入作
业区青年突击队并担任勘探突击
小组组长。为了掌握更先进的技
术，他背着装满资料和工具的书
包，走遍了整个作业区 440 平方
公里的井场。凭借数据分析准确
度的不断提高，王良哲和队员们
将 优 质 储 层 钻 遇 率 提 升 至
87.3%。他和同学们愈发感受到，

“新疆这片广袤土地，正是大展拳
脚的舞台”。

今年1月16日，“新疆千名博
士人才引进计划”在深圳启动，
精准对接产业升级对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首期招募不
少于 1000 名博士人才，这是新疆
再次释放求贤若渴的强烈信号。

“我们在油气、煤炭、矿产、
大农业等核心产业集群都着力打

造让各类人才扎根成长的工作环
境，同时还为博士人才未来职业
发展、科研项目申报、学术交流
合作等创造有利条件。”新疆人才
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莫伟钢说，“这里或许没有一线城
市的繁华，但给青年人才提供了

‘早担纲、快成长’的独特土壤。”
在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青

年人才们充分发扬实业报国优良
传统以及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精
神，聚焦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对材
料成形与装备、采矿智能装备、
航空飞行器等前沿领域的迫切需
求，精准发力、重点突破。

“相比其他省区，新疆具有更
广阔的空域和较好的基础条件，
当地对通用航空的需求很大。”在
研究院的航空飞行器研究中心工
作的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博士后樊耀耀说，“我们来到这
里，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面向实
际，遇到很多在学校遇不到的现
实问题。希望能真正为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更贴近实际、更贴近
市场。”

扎根沃土 共筑未来

“穷的地方没人来，它只会永
远穷下去。”

2000 年，庞胜利等 15 名河北
保定学院毕业生踏上西行的列
车。五天四夜，走了 3300 多公
里，终于抵达大漠边缘的且末县
任教。那时，且末一年有三分之
一的日子飘在浮尘里，当地群众
害怕刮风，担心“一刮风是不是
又要‘刮跑’几个老师”。然而，
这批年轻的老师在讲台上一站就
是 25 年，被当地老百姓称作“大
风刮不走的老师”，为广袤的土地
带去无尽的生命力。

“最初那些年，我总是教育孩
子们一定要走出沙漠，到更广阔
的天地去看看。最近几年，我们
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鼓励他们走出去长见识、练本
领，然后回来建设家乡，因为且
末的发展需要人才。”庞胜利说。

20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来到
且末从教的老师们共培养了 9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有 3000 多人
回到且末，在当地的各行各业
中发光发热。去年春天，通过
用当地的盐碱水还原海水，一
家企业在且末的沙漠里建了一座
水产海鲜养殖基地，这个项目的
负责人正是老师们教过的一个

“淘小子”。
2007 年上大学来到新疆后，

王辉深深爱上了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毕业后一次在和田县考察
的契机，让他敏锐发现，这里看
似一毛不拔的盐碱地，实则蕴含
着巨大的开发潜力。自此，王辉
开启了沙漠盐碱地水产养殖的探
索之旅。去年，他的团队采用全
新生态养殖螃蟹方法，经过 5 个
月的精心培育喜获丰收，产值实
现 180 万元，品质得到市场一致
好评。

“我以前都在外面打工，现在
发现建设家乡同样大有可为。”王
辉的实践不仅为和田农业转型注
入新活力，更点燃了当地青年建
设家乡的热情。团队成员古丽艾
特尔·努尔瓦克说：“我们不仅能
学到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收入
稳定可观，更重要的是能为家乡
发展出一份力。看着这片曾经的
盐碱地变成‘聚宝盆’，我们干得
特别有劲！”

更多“扎根者”正在生长，
他们如星火燎原，激发了更多年
轻人建设边疆的热情，滋润着这
片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在这里，我听见无数细小的
种子正在地下蓄力，等待一场春
雨后，还世界以无边的葱茏。当
有一天绿洲连成片，我们终将明
白，所有深扎的根，都在地下悄
悄握紧彼此的手。”去年从河北来
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小
学支教的张淑芳在日记中如是写
道。

他们的足迹连在一起，便是
中国西北边陲的未来图景。

迟婷婷制作的面点。

通迅员供图

【上接第1版②】在世代以农
为业的村里建一个不能耕种、不
能居住的公园，便成了不少村民
眼里“吃子孙饭”的事情。为此，
黄金德专门组织了一批党员、村民
代表奔赴妙山村、滕头村等先进村
庄考察。渐渐地，“公园，咱们村
也得建一个”成了共识。

27 年间，黄金德碰到不少类
似的事。修建老年活动室时有村
民拒绝搬迁，他带领村干部上门
劝说 20 多次；村民为省钱在河道
洗衣污染水源，他以每年 20 万元
的水费补贴扭转村民习惯⋯⋯在
他的带领下，128 套别墅、48 套
老年公寓、80 套复式楼和 295 套
高层住宅拔地而起，越来越美的

徐福村由此获得全国文明村等荣
誉。

“徐福村能有今天，多亏了
‘阿德书记’！”谈起黄金德为村庄
的付出，73 岁的戎桂芬笑容满
面，如今她与老伴不仅住上了带
电梯的二层新居，每月还能领到
村里发的养老金，“现在提起我们
村，十里八乡都羡慕”。

“村子好了，大家伙日子好
了，我这心里才踏实。”面对村民
的称赞和获得的荣誉，这位即将
步入花甲之年的村书记脸上质朴
如初，“只要村子需要，只要村民
认可，我愿意继续坚守这个岗
位，为徐福村的建设、发展奉献
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