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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宇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涂茨镇长
沙村的来发水产育苗区，只见一个
个约 30 多平方米的养殖池内，几
百只虎斑乌贼有的静静伏在水底，
有的争先恐后抢食……象山来发
水产育苗场负责人、乡土专家黎盛
站在水池边，不时地观察水体情
况。“那边池子里的虎斑乌贼‘打
架’后喷墨了，我们要马上进行换
水，不然一整个池子的乌贼都要
‘全军覆没’。”黎盛介绍道。

1992年，黎盛从象山石浦水产
技校毕业，1997年他又到宁波大学
读了三年专科，一直从事水产育苗
行业。起初，黎盛培育过虾苗、蟹

苗、贝类苗，随后在他的恩师———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蒋霞敏教授的
影响和建议下，黎盛又和宁波大学
的团队合作，开始进行乌贼、管角
螺的人工培育。

黎盛告诉记者，上世纪 70年
代，东海渔业资源发达，光乌贼就
有多种：曼氏无针乌贼、虎斑乌贼、
拟目乌贼……想吃到并不难。不
过，随着渔业资源衰退，曼氏无针
乌贼、虎斑乌贼一度在东海难觅踪
影。以曼氏无针乌贼为例，2000年
研究人员曾在浙江海域搜了个遍，
一共才抓到 38只。于是当年以蒋
霞敏等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国家、
省、市等科技计划项目的大力支持
下，开展曼氏无针乌贼繁育生物

学、人工育苗及增殖放流的研究。
经过数年潜心钻研，宁大科研

团队逐渐掌握苗种繁育、增殖放流
等方面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规程。
2012年起，来发水产育苗场开始承
担曼氏无针乌贼的人工培育和放
流增殖，至今已累计放流曼氏无针
乌贼受精卵 2亿粒，近年来增殖放
流效果显著，渔业资源明显恢复。
“从目前反馈来看，曼氏无针

乌贼增殖放流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但是它个体小、养不大，经济效益
不高。”黎盛说，为此宁波市科技局
提出养殖大个体乌贼，也就虎斑乌
贼。据了解，相比别的乌贼品种，虎
斑乌贼肉质偏脆，有嚼劲，白切、油
炒都很鲜美，甚至可以生吃，做刺
身口感非常好，而且具有个体大、
生长速度快、营养价值高等优点。

然而当时虎斑乌贼的人工培
育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在宁
大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黎盛也
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探索培育虎斑乌
贼。“孵化、失败，找原因、再来一遍
……”历经了 10年的不断尝试，不
断地摸索总结经验，黎盛终于攻克
了虎斑乌贼全人工育种的技术难
点。“概括来说，对虎斑乌贼影响最
大的是盐度和温度的变化以及幼体
开口饵料的掌握，只要能掌握这几
点，成活率将大大提高。”黎盛表示，
虽然技术上有所突破，但实际培育
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年气温
一下子骤降加之大暴雨，工作人员

来不及保持池水的温度和盐度，结
果一池子的虎斑乌贼全部死亡。

“培育过程漫长且困难重重，
不过我们没有想过放弃，越困难越
要克服。”凭着这股韧劲，黎盛越挫
越勇，反复不断地试验后，他逐渐
摸清了虎斑乌贼的习性，并成功实
现了虎斑乌贼的全人工育苗。

如今，来发水产育苗场每年培
育虎斑乌贼苗种的数量在 30万只
左右，其中约 10万只苗种供给宁
波、福建、广州等地的养殖户。“一
只虎斑乌贼长三个月就能达到一
斤以上，而活乌贼市场售价在 150
元一只左右。”黎盛说，即便不是成
活状态的虎斑乌贼，也能卖出 50
元一斤的价格，所以养殖户的收益
还是挺可观的。此外，黎盛还经常
为养殖户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养
殖户遇到问题了，我们提供免费指
导，及时解决问题，保证他们的养
殖效益，提升他们的养殖积极性，
也有利于我们种苗孵化和销售。”

眼下，除了水产苗种的规模化
繁育，黎盛正准备做大做强虎斑乌
贼的产业，计划建设一条冷藏、加
工生产线，将虎斑乌贼加工成刺
身，进一步拓展乌贼的消费市场。
“把一件事做好，做到精，这要靠工
匠精神。”黎盛表示，今后将在工作
中继续发扬好工匠精神，推动种苗
改良、技术指导、产品经营等方面
的转型升级，帮助更多养殖户走上
致富路。

水产育苗路上逐梦人

记者 郑丽敏

选一段中空的麦秸，舀一点肥
皂水，就能吹出很多泡泡；或者选
一粒饱满的黄豆，用麦秸吹黄豆玩；
在没有吸管的年代，麦秸也是小朋
友们的吸管；还可以做成一个麦哨，
在广阔的田野里吹得嘟嘟响……这
些麦秸小游戏，徐敏杰小时候都玩
过，但是爱好美术的他，还把麦秸
玩成了艺术。25年来，无论他走到
哪里，从没有放下过他的麦秸画。
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宁波麦秸画已
经成了一张闪亮的艺术名片。

麦秸玩出艺术范
1977 年，徐敏杰出生在晓塘

乡中里村，他从小对美术有着与生
俱来的热爱，但苦于没有专业的学
习机会。中学毕业后，他去县青少
年宫读了一年的美术培训班，专心
学习素描、色彩等专业课程，为他
日后成为一名麦秸画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与麦秸画的结缘，始于在家看

到奶奶用麦秸做“金元宝”。徐敏
杰突然灵机一动，他想：既然麦秸
能做“金元宝”，那么，能否做成
其他东西呢？他就随手拿起几根自
己最熟悉不过的麦秸，在手里把玩
起来，他把麦秸压扁，撕成了细
条，将它们弯弯折折，不一会儿，
就有了一些造型，有的像小鸟，有
的像花朵。徐敏杰一看，有点儿意
思！就又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把
麦秸剪成长短粗细不一的形状，试
着贴在纸上，做成了麦秸画。
邻居们看到徐敏杰的大作，都

称赞不已。这让徐敏杰有了动力，
就用麦秸“画”了一幅又一幅作
品。因为有美术基础，他越“画”
越精彩。有个在外承接装修方面小
工程的邻居，看到徐敏杰的麦秸
画，眼睛一亮，他鼓励徐敏杰多
“画”一些，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么好看的麦秸画或许可以贴在宾
馆房间里用来装饰。他还建议徐敏
杰带上麦秸画跟他一起去跑跑市
场，看看能否打开销路。
徐敏杰按照邻居的建议，认真

做着一幅幅作品。1997 年，他跟

着这位邻居到了宁波一家正在装修
的宾馆，向宾馆老板推销自己的麦
秸画。宾馆老板看到徐敏杰的作
品，觉得新颖别致，当下就订购了
60幅，每幅的价格是 70元。第一
次走市场，就谈了 4200元的业务，
徐敏杰十分激动，连忙回家搞创
作。从此，他走上了专业创作麦秸
画之路。
他精心设计了多种图案，有仙

鹤、虾、梅兰竹菊等主题，并日夜
开工，一天“画”两幅，一个月后
就保质保量交出了 60幅作品。
但并不是每一次出门都能打开

销路，有业务的时候，徐敏杰根据
对方的需求来制作；没有业务时，
他就专心致志搞自己的麦秸画创
作。父母见他入不敷出，建议他改
行学点别的手艺谋生，可徐敏杰说
什么都舍不得放下麦秸画，1999
年，他决定带着自己的梦想到丹城
去闯一闯。

一门心思搞创作
在一间小小的出租房里，徐敏

杰面对一把麦秸，努力探寻着无数
的可能性。有业务时，他就日夜制
作麦秸画，没有业务时，他就打点
零工，用来养活自己。他是个动手
能力很强的人，安装空调、拍录像
等技术活，一学就会。但他的理想
不在于通过打工赚到多少钱，他坚
持“只要能糊口就行”，打工之余，
他的精力全部用于搞麦秸画创作。

2002 年，他与一群热爱艺术
的朋友组建了一个“象山步行者艺
术沙龙”，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茶
聊天，谈艺术创作。这些朋友当
中，有画画的、摄影的、雕竹根的
……虽然大家的艺术门类不同，但
都有自己的艺术梦想。每一次聚会
聊天，都是一次很好的沟通交流机
会。在朋友们的指引下，徐敏杰意
识到，自己这几年一直试图走麦秸
画的商品化制作之路，这样会阻碍
前进的道路，真正要搞好麦秸画，
必须出精品。

2005 年，徐敏杰开了一家名
为“沙溪清音”的装裱店，开始安
定下来，有装裱生意时，就装裱书
画，让这门装裱手艺成为自己谋生

的方式。没有装裱生意时，这家店
也是他的麦秸画创作室，他就专心
致志搞麦秸画的精品化创作。同
时，这家装裱店也是朋友们落脚聚
会的好地方，经常有爱好艺术的朋
友来到店里，一起聊聊艺术，为他
打开创作思路。

麦秸画创作所需的材料并不
多，一小把麦秸，就可以“画”很
久。但它需要拥有一颗静下来的
心。麦秸在作画之前，先要放在清
水里煮一煮，这样，可以起到消毒
杀菌的作用，还能让麦秸拥有更好
的光泽。创作的每一个步骤，不光
需要美术功底和艺术构思，还需要
有十足的耐心。因为麦秸画不上
色，依靠的是麦秸本身的颜色。拿
起一根麦秸，取最光亮的一段，剪
下来。再用剪刀把这段管状麦秸剖
成四片平整的麦秸条，用手抚平它
们。有时，为了表现出特定的效
果，这些麦秸要剪成头发丝般纤细
的小条，如果需要大面积的材料，
就得把这些麦秸条一条挨着一条黏
贴在一起，再在卡纸上作画。
“画”一只小鸟的羽毛，就有可能
要用上百根细丝拼贴而成，光说这
份细致，就非常人所能达到。

麦秸画成艺术名片
渐渐的，徐敏杰的麦秸画打响

了名气。2005年上半年，象山收
藏家钱永兴在象山体育馆举办民间
对联展，需要一批有创意的礼品送
给前来观展的友人。钱先生找到了
徐敏杰，请他帮忙做一批有创意的
麦秸画礼品。徐敏杰经过思考后，
创作了青花盘系列的麦秸画。这个
系列的麦秸画在材质上进行了创
新，选用民国时期民窑的青花瓷盘
入画，青花盘与麦秸做的鱼虾海草
同时出现在画面中，刚柔并济，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业内人士
的高度认可。2006 年，青花盘系
列麦秸画被有关部门作为开渔节的
礼品赠送给国内外来宾。同年，徐
敏杰被评为“象山县工艺美术师”。

2007 年开渔节期间，象山步
行者艺术沙龙在德和根艺美术馆联
合举办了一场艺术展，徐敏杰的麦
秸画也亮相展览，颇受全国各地参
观者的赞赏。2008 年，徐敏杰迎
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先后创作了

700多幅麦秸画。在象山文化馆的
推荐下，徐敏杰在宁波办了麦秸画
展览。40多幅精品麦秸画在宁波
月湖湖畔的群星展厅展出，他的麦
秸画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一
年，他还被评为市农民艺术之星、
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除了
展览外，徐敏杰的作品还以图片的
形式发表于《浙江画报》 《宁波日
报》 《浙江工人报》等报刊上。

在麦秸画创作中，山水、人
物的难度系数最大，因为山水的远
近虚实、人物的神态，很难用麦秸
表现得淋漓尽致。徐敏杰巧妙地运
用工笔画技法创作，并用电烙铁
“润色”，通过加热，对画的不同部
位进行焦化处理，增加层次感、质
感，让画上的景物有了明暗、色泽
的变化，使花鸟、人物栩栩如生。
他的作品屡屡获奖、参展，并被博
物馆、美术馆等收藏。2017 年，
徐敏杰被评为省造型艺术新峰人
才。2018 年，徐敏杰被评为宁波
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9
年，作品《枫鹰雉鸡图》获第二届
中国手艺创意设计大赛银奖。2022
年作品《前程似锦》获浙江省首届
版权优秀作品二等奖。
徐敏杰说，纯手工的麦秸画古已

有之，但会这门技艺的太少了，希望
有更多人来传承并发扬光大，能让这
朴实的金色流传得更久远一些。

徐敏杰：麦秸画的守望者

黎盛 渊右冤 在查看虎斑乌贼

记者 郑丽敏

郑江，1974 年出生于大徐镇雅林溪村。早在 2003 年，
他就自主创业，在丹城开了一家印刷厂，2007年，又与人合
作成立了宁波汇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郑江还有
一个身份———象山县绿丝带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另外，他还
是大徐镇雅林溪村慈善工作站的主要发起人，现任村慈善工
作站秘书长。

自 2010年组建绿丝带志愿者团队以来，郑江已经走过
了 12年的公益路。说起郑江与“绿丝带”的缘分，还是象
山港论坛做的“媒”。郑江是象山港论坛的资深会员，在论
坛刚成立时，他就是一名活跃的会员，网名“东海腾蛟”。
2010年，象山港论坛出现了一个给贫困单亲妈妈捐款的帖
子，网友们纷纷奉献爱心，郑江也积极参与其中。这是郑江
第一次参与公益活动。这次网络捐款活动，引发了他的思
考：有很多爱心人士，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奉献
爱心，要是把这些爱心人士凝聚在一起，就可以更好地做一
些“温暖社会”的善举。他与几个热心网友一拍即合，于
2010年 12月组建“绿丝带”志愿者团队。2013年，象山县
绿丝带志愿者协会正式注册成立，郑江担任理事长。

2013年 10月中旬，台风“菲特”席卷了整个甬城，余
姚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郑江第一时间组织志愿者赶赴余
姚受灾一线，开展抗洪救灾、灾后防疫等工作。事后，他的
团队得到宁波市政府表彰，荣获 2013年宁波市抗洪救灾先
进集体称号。

郑江带领团队开展“1+e”助学项目，多年来，募集 150
多万元助学资金，资助象山境内的上百个贫困学子，该项目
被评为“宁波市首届十佳公益项目”。

新冠疫情发生后，郑江积极组织志愿者走进各村 （社
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抗疫战线上，处处可以看到“绿
丝带”忙碌的身影，他们把爱心企业捐赠的水果分发到抗疫
一线医疗机构、医学隔离点、交通执勤卡点和各镇乡街道中
去；他们在管控点执勤排查，每天 4班轮换；他们还在志愿
服务政策支持、队伍组织、人员管理、活动开展、We志愿
平台使用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咨询服务。

今年 4月份，郑江带领“绿丝带”参与“蓝星卫士海洋
守护行动”，成立了“蓝星卫士”大队，大队有象山港、西
沪港、大目湾、东海湾、石浦港 5支小分队，每支小分队每
月两次守护就近海滩。成立当月，“绿丝带”就出动“蓝星
卫士” 40人次，护海里程近 10公里，队员们各显神通，捡
回海洋垃圾 336.88公斤。郑江表示：“希望用微薄之力感染
每一个公民，让我们共同守护好大海！”

12年来，郑江带领着“绿丝带”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各类
公益项目，已开展爱心活动 1000余次，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累计上万人次。如今，“绿丝带”已成为象山公益的一张亮
丽名片，荣获“宁波慈善最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团体”“浙
江省品牌社会组织”等称号。郑江本人也获评“宁波市优秀
志愿者”等。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郑江主要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宁波汇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环保技术、环
保设备、泥浆脱水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专业环保公司。目前，
该公司拥有的泥浆现场干化专用设备，日处理泥浆能力达
4000-5000立方米，可以满足 100余台桩基同时开工。郑江
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泥浆现场干化，分离出的水，
可直接打桩回用，而分离出的渣土，采用先进技术固化后，
可代替塘渣用于道路基层、回填等，也可用于绿化、新型材
料、制砖等。

因为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的贡献，该公司创建初期，就
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创业创新企业，还连年被评为科技型小微
企业。2019年被认定为“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
2021年被评为“宁波市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骨干企业”。经过
几年的努力，该公司年均处置泥浆达 40万吨，节约了大量
的土壤和水资源，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建筑成本，更好地保护
了环境。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郑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做
为政协委员尽己所能参政议政，积极提出“关于进一步提
高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度的建议”等。在象山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过程中，郑江带领绿丝带“啄木鸟”，多次对乱停车、
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为文明城市创建
献计出力。

让爱的丝带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