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住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扬光

定海米道状元糕、儿时记
忆葱塌年糕……看了“定海山”
全媒体上的古城寻宝记系列短
视频，不免让人有想美美品尝
本地小吃的冲动。地方特色小
吃，是当地群众生活习俗和地
域情感的缩影，在商业化浪潮
的冲击下，有必要采取有效措
施，宣传保护本地小吃。

保护当地小吃，要增强文
化自信。地方小吃不仅仅是食
物，更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它们
蕴含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制作
工艺和民俗故事，是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
深入挖掘小吃背后的文化内

涵，提升公众对地方小吃的认
知和兴趣。

保护当地小吃，要注重传
承创新。地方小吃的制作技艺
往往代代相传，是民间智慧的
结晶。随着老一辈手艺人的逐
渐老去，要加强对这些技艺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培养更多的
技艺传承人。同时，鼓励创新，
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小吃中，
使其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口
味和需求。

总之，只有共同努力，才能
留住这些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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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彩世界 用心守护

□记者 俞姝伊

在定海区檀枫小学教育集团

城东校区，下课铃一响，教学楼前

的活动场地瞬间热闹非凡。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进行

着课间活动，享受着户外活动的

乐趣，让眼睛从书本的海洋中暂

时“上岸”。

到了眼保健操时间，学生们

迅速回到座位上，端正坐姿，轻闭

双眼，跟着音乐节奏用双手按压

相关穴位。这一环节不仅让学生

们的眼睛得到了有效的放松，还

提高了他们的爱眼护眼意识。

“学校每天上午都会安排 40

分钟的大课间时间，除了进行广

播操外，还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各

种体育活动。”据该校大队辅导员

黄老师介绍，学校还开展了“每周

一山”活动，鼓励学生们在周末和

节假日时走出家门，登高望远，缓

解眼疲劳。

定海区檀枫小学教育集团城

东校区的近视防控工作只是定海

区各学校的一个缩影。据定海区

教育局综合管理科工作人员介

绍，定海区已全面贯彻落实了《关

于切实抓牢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

控关键阶段防控工作的通知》中

的八项部署。通过创造条件保障

学生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改变

家长重治轻防的观念、深化落实

“六个一”近视防控要求、主动改

善视觉环境、有针对性加强视力

健康教育、强化视力监测预警作

用、落实“双减”政策以及深化落

实“五项”管理等措施，定海区各

学校正全力推进近视防控工作，

为学生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定海研学打卡地持续升温
本报讯（记者 刘语扬 文/摄）

“研”途皆风景，“学”中尽采撷。

连日来，来自岱山县的学生纷纷走

进定海各个景点。在这个“秋日研

学季”，孩子们在游玩中学习、增

长见识，感受学、思、游的相互促

进。

岱山双峰新城学校二年级师

生们走进位于马岙街道的心亲侬，

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秋季研学

活动。活动聚焦于“一粒米的旅

程”，在“水稻文化主题馆”通过水

稻知识科普，了解水稻的一生；在

劳动实践活动中，通过割稻、打稻、

制作稻谷心愿瓶、“大米变形记”等

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动手实践、接受

锻炼，在提升游玩体验感的同时，

实现寓教于游、学有所得。

岱山高亭小学六年级全体师

生则来到南洞艺谷，开展“寻红色

足迹 探南洞佳境”秋季研学活动，

研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

行有所成。在这场“秋季研学季”

的热潮中，学生们不仅培养了团队

合作、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更在

这一场场“行走的课堂”中得到了

成长。

近年来，定海不断打造“农业+

文化+旅游”主题特色研学线路，

依托东海云廊与东海百里文廊及

其沿线衍生业态，围绕研学教育、

乡村文旅等产业方向，不断推动研

学游“遍地开花”。

本报讯（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周靖涵 叶珂妤）日前，我市新一轮

的农产品标准化绩效评价结果已

公布，定海区阿军家庭农场、傅记

家庭农场、马岙冬梅家庭农场均榜

上有名。其中，阿军家庭农场和傅

记家庭农场被认定为标准化生产

绩效评价B级生产主体，马岙冬梅

家庭农场为标准化生产绩效评价

C级生产主体。

“本次评定的 3家主体，涵盖了

我区水果、粮油、蔬菜等多个领

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区

在农业标准化方面的特色和亮

点。”据定海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农产品标准化绩效评价

包含产地环境、农资管理、标准化

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经济

效益、加分项等六大方面 23个评

分项目，定海各生产主体积极参与

标准化建设，上榜主体更是建有科

学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实施了先

进生产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实行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和产

品追溯管理，以质量兴农，助推定

海农业可持续发展。

同时，农产品标准化绩效评价

对于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产业化、

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据该负责人

介绍，上榜农产品标准化绩效评价

结果榜单的农业生产主体，其农产

品标准化绩效评价情况将作为优先

享有政策扶持的重要条件，在激励

农业生产主体实施先进生产技术和

绿色防控技术，从源头上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同时，通过实行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和产品追溯管

理，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

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据悉，定海日前出台的《推动农

渔业现代化先行若干支持政策》，

还新增了对开展农产品标准化绩

效评价的农业主体，根据评定等级

给予不同的奖励，以更大力度鼓励

农业生产主体进行标准化建设，深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擦亮定海区“国

家级农安县”引领招牌。未来，定

海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标

准化，加强标准化管理与人才培

养，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农产品标准化绩效评价结果公布

走村入户拉家常，田间地头

听民声，冯东海坚持在调研和

走访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

法，并把民情和村民们的呼声

纳入建议中去。去年，他还围绕

古樟驿这处村民们集聚、休憩、

交流、娱乐的场所，创新推出了

“大树下听评会”工作机制，更好

地了解村民的所思所盼。“我们

村良田多，但农产品出名的却不

多。”“我每天要坐公交车去城里

卖农产品，从早卖到晚，可能还

卖不完。”……每当暮色四合，村

民们聚集在古樟驿的大樟树下

唠家常，这里就成了冯东海收集

村情民意的“中转站”，村民的每

一条意见建议，他都仔细记录在

随身本上。在其连续三届当选

区人大代表期间，先后提交了

《关于在叉河村建设海岛婚俗文

化传承基地的议案》《关于要求

增加叉河公交班次的建议》等，

件件关系着民生和村里的发展

大事。

针对村里的实际情况，冯东

海带着党员、村民代表等多次踏

勘全村的农田资源，讨论发展对

策，确定了“打造特色农产品”的

发展目标。为此，他们从市场引

入天贵糯玉米、金塘李子、黄桃等

良种，结合西瓜、定海山芽茶等原

有本土农产品，逐渐形成了一定

规模和区域特色的果蔬种植基

地。同时，为了解决农产品的销

路，村里又在古樟驿打造了“翁山

丰物”共富工坊，建成集供需、对

接、展销、就业为一体的综合体，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把农产品卖出

去。

“我们年纪大腿脚不方便了，

他们下田帮我们收农产品，还拿

到共富工坊来卖。”村民王美仙

说，如今村里办起简餐，农产品还

能卖给食堂做食材，村民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铺就共富路 描绘新画卷
翻看冯东海的“叉河的海”抖

音账号，里面大多是推荐叉河村

农产品、古樟驿简餐等主题的作

品。

“拍短视频是无心插柳。市

县乡三级开展‘村社书记擂台赛’

活动后，我们街道专门推出了‘宝

藏书记’系列视频。”冯东海说，他

自己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最初站

在镜头前总是磕磕巴巴，但其表

达方式充满土味，一下子在网上

引起了转发，首条视频播放量很

快就突破了40万次。

首次触网就获得不错反响，

这让冯东海决定定期拍摄短视

频。技巧不够，他就上网自学，

人手不足，家人成了“御用”摄

像师。经过不懈努力，叉河村

的农产品打响了名气，销售渠

道也打开了。不仅如此，东海

百 里 文 廊 沿 线 各 村 纷 纷 上 门

“取经”，冯东海就自发拍短视

频或直播帮助各村“带货”。“这

是双桥的火龙果，这是岑港的

红美人，每次直播后我都带点

回来，在线下接着帮他们卖。”

看着冯东海手指的方向，只见

古樟驿简餐正门前支起了丰收

助农的摊位，售卖的是定海各

村的时令农产品。“火龙果一天

能卖 70 来斤，桔子卖出 500 多

斤，不够卖了我就去各村收，大

家一起共富。”冯东海说。

如今，叉河村早已脱去经济

薄弱村的“帽子”，村级集体经济

强了，村民的钱包鼓了，村里也更

和谐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冯

东海想将更多的福利进一步辐射

村里的老年群体，为他们配送物

廉价美、更接地气的叉河美食，为

老年群众解决出行难等问题，为

他们带来去更多便利，将共富之

路走得越来越宽。

谈及村里的未来发展，冯东

海心中早 有 打 算 。 围 绕 深 挖

“土”资源，放大“特”优势，提升

“产”效益，他计划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回到乡村发展，打造特色乡

村民宿、农家乐等，形成“团队创

业 抱团发展”的浓厚氛围。同

时，与周边村合作实施“飞地”抱

团、文廊一日游等项目，为集体

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为民“卷”出好日子
——记定海区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冯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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