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曾是浙东地区最早的
抗日根据地。“仅一个壶潭村就
出了7名烈士。”村党支部书记周
文元说。1993年，壶潭村被认定
为革命老区，如今，村里设有革
命烈士事迹陈列室、烈士纪念
亭、烈士纪念碑及烈士墓，供后
人纪念先烈，铭记历史。

在村烈士墓，记者发现每座
墓碑前都放有新的花束。年近
九十的村民王可江老人说，几乎
每周都有团队或个人前来壶潭
村缅怀先烈，“这个烈士纪念碑，
是先烈们用鲜血给子孙留下的
永不褪色的荣耀。”

村民周洪富是《宁波晚报》
的“常客”。他曾是一位老师，退
休后返回壶潭村坚持为烈士墓
地清扫杂物、揩擦供台28年。守
墓的28年里，他每年都要用掉
20余把扫帚清扫墓地。

2024年，周洪富过世。弥留
之际他放心不下守墓这件事，希
望后人能继续下去，用实际行动
践行“活着，就要坚守”的承诺和
宣言。如今，村里沿途不仅设置
了完整的介绍展板，还配了专门
的讲解员来接续周洪富老人交
付的使命。

栖霞坑古道在江浙一带的
徒步线路中小有名气。其中，壶
潭村是栖霞坑古道的重要节
点。古道位于筠溪峡谷，两岸山
高林密，竹林和杂木林随季节更
替而产生色彩变化，构筑了优美
的自然景观。

周文元告诉记者，这几年来
壶潭参观古树群的游客越来越
多。这里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树
有百余棵，主要有枫香、榧树、榉
树、苦梓、金钱松、黄连木等。前
几年从烈士纪念碑到古树群附
近整理出上千米长的游步道，使
之跟村道和栖霞坑古道连接，方
便驴友游玩和拍照，让更多的游
客得以观赏。

壶潭村的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香榧的独特清香。如今，村后
山有100多株百年以上的古榧
树，树龄最高的达500多年，结
出的果实除了属于村集体经济
的部分，其余都分给村民，这项
传统从建村起延续至今。近20
年来，村民靠着勤劳的双手新发
展了800亩榧树，同时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

茶也是壶潭的基础产业，周
文元说，村里推出了“壶潭红”茶
叶。“专门请了福建师傅来炒茶，
已经有不少人找我们订购。”

谈到未来，周文元有清晰的
规划，他告诉记者，村里引入了
文旅公司，配套的产业服务设施
也在逐渐完善，将围绕壶潭的农
文旅产业探索共富路径，“只要
外面的人进来多了，壶潭这块红
色的土地就会迸发出更加绚丽
的色彩。”

记者 鲁威 通讯员 江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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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半岛上分布着大大小
小的村庄，最东是被誉为“浙东
好望角”的长坑村，位于峙头山
麓北面。村民大多姓张，民房以
单层的砖瓦房、石屋和木屋为
主，有些石屋经历了几百年的风
雨洗礼。

交通不便的年代，木帆船是
村民出行的主要工具。家里的
东西用完了，村民就把柴木装上
小船，凭着一支橹，摇到沈家门
卖掉，买回必要的生活用品。

随着交通的便利，地理位置特
殊的长坑村被更多人看见。摄影
爱好者追寻至此，收获第一缕阳
光，探寻山海美景，定格古村记忆。

应穿山港区开发建设等项
目需要，穿山半岛上有14个村
陆续被整体拆迁。郭巨街道先
后设立峰南社区、峙东社区，集
中安置拆迁村老人，并通过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让他们在新家园
找到获得感和幸福感。

社区集聚多方服务资源，打
造“无围墙的养老院”，化解老年
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出行难
解决了，原本需要步行1公里才
能乘上的711-2路公交车，如今
停靠到了家门口；取钱难解决
了，自助终端机早早引了进来，
不用再去外面的银行；洗衣难解
决了，角角落落的生态河埠头一
共建设了6个，再也不用蹲在溪
边洗衣了；娱乐问题更是不用
愁，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阵
地，健身康复护理室、理发室、茶
室、戏曲室、乒乓球室一应俱全，
全天开放，日日有活动。

老人们越来越觉得，生活在
这里“干什么都方便”。

景美、
人和，业兴，
这片土地开始
释放蓬勃的经济
活力。

船舶来往货运
忙，汽笛声此起彼
伏。沿15公里海岸
线，拆迁地块上陆
续落户“港口产
业”“能源产业”

“静脉产业”“高新
产业”等大小企业近
20家，其中包括宁波
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中海浙江宁波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中海油工业气体（宁
波）有限公司、光大环保能源（宁
波）有限公司、北仑工业固体废物
处置站、国电宁波北仑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等一批区、市、省、中央所属
的国有（全资）及国有控股企业。

2018年，为更好服务企业，
共谋融合发展，郭巨街道党工委
以“红岸线党建联建”为载体，让
辖区内所有企业党组织成功“牵
手”。企业遇到困难，街道来帮忙
协调；居民、村民生活有难题，企
业也会助一臂之力。

以守护最美海岸线为目的，
每年“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总
有一群志愿者在礁石上忙忙碌
碌。他们来自“绿手指”环保联
盟，成员都是企业的年轻党员。

向东是大海。这里，贯通山
海，融合港区，风光无限。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胡栩琦

从中心城区出发，一路向
东，驱车七八十公里，可达宁
波陆地最东部——位于北仑
区郭巨街道的穿山半岛。

从地图上看，穿山半岛如
同一只犄角从陆地向东海延
伸。这里有清幽静美的世外桃
源，有因港而兴的蓬勃产业，也
有安居乐业的幸福温暖。

位 于 甬 江
源 头 的 奉 化 区
溪口镇壶潭村，
地 处 奉 化 、余
姚 、嵊 州 交 界
处，是奉化西部
最 偏 远 的 山
村 。 这 里 既 是
革命老区，也曾
是 贫 困 山 区 。
山清水秀，古树
成群，但经济相
对 落后。30 年
来，《宁波晚报》
记 者 和 壶 潭 村
结缘，见证了乡
亲 勤 劳 致 富 的
奋斗历程，也看
到 了 村 民 对 古
村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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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
山港穿山港区
集装箱码头。

▲红色根脉推动绿色发展。

30 年 光 阴 ，匆 匆 而

过。宁波乡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在这片充满

希望的土地上，农文旅深

度融合，助力乡村奔涌向

新；高素质人才返乡创业，

激活乡村澎湃动力；村干

部扎根基层一线，温暖农

民心窝……

《宁波晚报》创刊 30

年之际，我们选择了位于

宁波东、南、西、北四个方

位的乡村，聚焦人们奋楫

争先、阔步向前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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