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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螺塘线“最美公路”沿线旅游发展，丰富
业态布局，提升服务品质，舟山普陀普有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特向社会各界招商。具体如下：

招 商 标 的 ：五 辆 房 车（五 辆 总 面 积 约 为
170.85m2）及所在营地；

招商资格要求：具有多证合一且具备独立法人
资质；未被列入失信记录名单；

合作期限：3年；
招商要求：运营分成最低分配为：年营业额的

30%归招商单位普有公司所有，作为管理服务费，年
营业额的70%归中标商家所有。年营业分成额不足
10万元，中标商家自行补足。水、电等费用商家自
理，自负盈亏。

经营范围：营地内房车住宿及配套，在业主方许

可下经营业态。
履约保证金：5万元，须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

日内支付完成。
报名日期：5天（7月17日-7月21日）
报名地址：东港街道海印路1055号，普陀全民健

身中心游泳馆2楼204室。
报名须知：
1、报名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非法人报名的需提
供）；

2、书面详细的经营方案；
3、有意者请详询：0580-3809055/13325807052。

舟山普陀普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最美公路”房车营地招商公告
基本概况：普陀区东港街道葫芦村文化活动中

心位于普陀区东港街道葫芦村（葫芦岛）黄沙路44
号，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文化活动中心一层包
括餐厅、厨房等配套功能区，二层包括8间客房。

合作内容：合作经营期限内的整体运营。
商家资格要求：具有多证合一且具备独立法人

资质；未被列入失信记录名单；
合作期限：5年；
招商要求：运营分成最低分配为：年营业额的

10%归招商单位普有公司所有，作为管理服务费，年
营业额的90%归中标商家所有。年营业分成额不足
3万元，中标商家自行补足。水、电等费用商家自理，
自负盈亏。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及配套服务，在业主方许

可下经营业态。
履约保证金：1万元，须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

日内支付完成。
报名日期：5天（7月17日-7月21日）
报名地址：东港街道海印路1055号，普陀全民健

身中心游泳馆2楼204室。
报名须知：
1、报名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非法人报名的需提
供）；

2、书面详细的经营方案；
3、有意者请详询：0580-3809055/13325807052。

舟山普陀普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普陀区东港街道葫芦村文化活动中心招商公告

□力女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总有花儿
吐艳。更有那夏日荷花，天然独秀，
惹人喜爱。

夏日来临，正是荷花芬芳的时
间。随着荷花悄然绽放，幽幽飘香的
荷花静静地掩映在荷塘里，一幅荷花
盛开的美丽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
它的华美、脱变与惊艳，带给人们以
赏心悦目的震撼和无限的遐想。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借荷花声
声吟唱人生之感悟，留下了一首首
脍炙人口的诗句。李白的“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李清照的“兴尽
晚回舟，误入藕花处”等，都是脍炙
人口的佳作名句；王昌龄的“荷叶罗
裙一色栽，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
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真是一
幅天然图画，无声胜有声。而宋代
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绝句，更是千古传诵，
流传不衰。

又有多少墨客描绘过荷花，留
下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如清
代著名画家石涛、八大山人等，赏荷
画荷，其作品乃画中之王。现代著
名画家潘天寿，是画荷花之高手，他
在一把洒金扇面上画了西湖的荷
花，题为“映日荷花别样红”，墨彩交
融，惟妙惟肖，让人爱不释手啊。

我出于对荷花的喜爱，每年夏
天当荷花开放时，就回老家去赏
荷。说来也巧，老家是在六横荷花
村，旧时，由于村中央有个荷花池，
故名荷花池村，后来直呼荷花村。

现在荷花村公园里的荷花池内
的荷花又开了。我沿着鹅卵石铺成
的小径走进荷花池公园，看到前来
赏荷的人是三五成群，有男有女，有
老有少，络绎不绝。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硕大的圆形
荷池，满池是碧绿色的荷叶，好似荡
漾着绿色的波浪。荷叶上沾着点点
露珠，滚圆滚圆的，在微风摇动下，
不停地滚动着，如初醒少女的美眸，
左右顾盼，天真无邪。金光流泻，宽
大厚实的荷叶上，水珠在滚动着闪
着光，随着一阵风滚动着的水珠洒
落于池塘之中。即将绽放的花蕾，
在绿叶清水衬托下，娇艳欲滴。肥
大的荷叶旁伸展着的是一根柱一根

柱的花梗，花梗顶端是一朵朵盛开
的荷花，白如腊月飞雪，粉似三月桃
花。微风过处，花瓣微微颤动，瞬间
送来缕缕清香。

缓缓地漫步在池塘边，清楚地
看见池里的荷花开得茂盛，在阳光
照耀下亭亭玉立，光彩照人。荷叶
像一顶顶绿色的大伞，层层叠叠在
整个池塘中挨挨挤挤，很少见到空
隙。“一阵风吹万朵摇”，摇曳着的荷
叶与荷叶间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响。弯下身近瞧，绿油油的荷叶下
是清凉凉的池水，在荷叶的包围下，
一株含苞待放的荷花骨朵“害羞”地
躲在一片荷叶下，仿佛是一个少女，
身穿罗裙，手持丝带，轻歌妙舞。盛
开的荷花在粉红色花瓣中露出细细
的花蕊，花蕊中间露出一个嫩黄色
的莲蓬，似是仙女醉酒羞红了脸。

“半亩池塘一抹霞，东风多事掀
莲花，绿叶摇曳随风摆，惹得水荡乱
鼓蛙”。一阵小雨过后，荷池中的荷
叶似乎是被洗涤过，更加翠绿了，荷
叶中间又增加了滚动着的水珠儿，
在阳光反射下，晶莹剔透，如珍珠般
闪光。数只青蛙齐刷刷地跳上了荷
叶，并蹲在了荷叶上，随着荷叶摇
摆，快意地“呱呱呱”叫着；一群大小
蜻蜓，扇动着翅膀，飞舞在荷池上，
飞到这朵花脑上停一会儿，又飞到
另一朵花脑尖上，停下来并抖动着
翅膀，与花儿欢乐地嬉戏着，总是令
人赏心悦目，如痴如醉。

赏荷，其乐无穷。荷花那美丽、
温柔、娇艳的身姿，让我的视野在扩
展；读荷，韵味无穷。荷花那端庄、
静美、优雅的神韵，让我的思绪在延
伸。

荷花虽然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
贵，不像梅花那样迎寒吐芳，也不像
兰花那样小巧清秀，然而，她在碧水
之中，波光泛丽，默默无闻地为夏日
装扮着芳菲，给人们送来幽幽清香
与丝丝清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我喜欢赏荷已久，缘起朱自
清的优美散文《荷塘月色》。读着朱
老先生的《荷塘月色》，便宛如置身
荷塘一般，仿佛在那幽径上走着的
是自己了。那亭亭碧绿的荷叶，那
婀娜多姿的荷花，月色迷漫，薄雾缭
绕的荷塘便又呈现在眼前。

又见一年荷花开

□林上军

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因为没
有课业负担，没有父母望子成龙的
期待，更没有培训班，使得很多人的
童年，具有更多野味、色彩。至少于
我，就有诸多值得回忆的野外乐趣。

抲金虫

抲金虫，是夏季放学后的一大
行动。所谓金虫，是当地村民一种
叫法，书名叫金龟子。它的前翅坚
硬如同龟壳，而且身上带有金属光
泽，有的还特别鲜艳。

据说它是昆虫收藏家最喜欢
收集的昆虫之一，并且还有很多人
用它们来做饰物。这种虫，体长16
至21mm，宽9至11mm，喜欢在田埂
上钻一个洞，有时为了逃避追捕，它
也会飞，虽然不能飞得很高、很远。

放学后，接近黄昏，我和小伙
伴会拿着家里用过的玻璃瓶，来到
附近的田地边，低着头，东张西望，
捉起了金虫。抲金虫爬动较慢，它
或许不清楚我们要捉它，我们靠近
它时，它爬行的速度依然很慢。田
埂上，有一个个小小的圆圆的洞，
这是它们的窝，或者说巢。往往，
我们第一遍扫过去，捉了一大瓶，
第二遍再回过来，仍可以捉一大
瓶。当然，瓶子最好有盖的，不盖
住，虫子会拼命往外爬。一旦有的
瓶子没有盖头，我们就用青草扭成
一小团，作为瓶塞。有时瓶不够装
了，我们就把多余的几只捏在手
里。于是手心就被虫的脚爪扰得
痒痒，甚或有些痛感。它们想逃，
但逃脱能力很弱。

金虫拿到家里，其它用场也派
不上，就用来喂鸡。鸡看到我们放
在地上的虫子，那小眼睛几乎放出
光来，用啄子对准虫子，利索地把
它们一只只吞进肚子里。

这虫子听说人煮熟了可以变
成美味佳肴，那鸡吃了营养肯定

好，鸡蛋会多生几个。不知道，现
在的田埂上是否还有这类虫子。
那时候，每年有段时间，金虫总是
爬满地埂，抲金虫，无意识间成为
小时候认识昆虫的“研学”行为。

金龟子有昼伏夜出习性，有假
死现象，趋光性不强，白天藏于土
中，黄昏后出土活动至黎明。抲金
龟子是一种杂食性害虫，喜栖息果
树上，食梨、桃、李、葡萄、苹果、柑
橘，也祸害柳、樟、女贞等林木，对大
豆、花生、甜菜、小麦、粟、薯类等农
作物容易带来危害，所以，我们那时
的行动，无意之中也是保护了庄稼。

捉鱼儿

很多人童年时，有过捉鱼摸鱼
的经历，但我小时候的捉鱼经历有
点刺激。

家乡的那只水库面积之大在
当地可谓名列前茅，有“小三峡”之
称。三面环山，一面大坝，由于另
一面打通了地下暗道，所以它可以
灌溉两个乡镇的农田，后来又成为
自来水的水源。

水库边原先有些农田，是层层
梯田，雨天时，山水顺着田边的沟
渠流入水库。这时候，水库里的各
种鱼儿就争着往上面游，成群结队
如赶集。那个时候鱼可真多，青青
的“眨鱼”、棕色的“老虎秃酸”、亮
铮铮的小鲫鱼……除了鲫鱼是讲
得出书名的，其它杂七杂八的鱼
儿，各种颜色，至今也搞不清它的
书名叫什么，只会照着大人们告诉
我们的名称叫。

顺着小溪流成串成批成排上
来的鱼儿一般都不大，我们抓它们
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下雨天是
最好抓的，也许是那时水库里空气
比较闷，它们上来后往往半张嘴露
在空中，大口喘气，来不及倒退回
去。而我们早在水库沿边挖了一
个筲箕形的土坑，待鱼儿在小溪流
上游排得有点数量甚至密密麻麻，

静趴在旁边的我们，三步并成两
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快地用
一个竹编的筲箕，往土坑一放。

鱼儿发现有动静，会赶快回头
逃生，但此时它们已身陷囹圄难以
逃脱。有的动作虽也快，想倒回
来，但哪有我们动作快。我们用手
抓住他们滑溜溜的身体，放进筲箕
或水桶，乐呵呵地回家了。一数，
有几十条。

农家平时以吃蔬菜为主，所以
这些鱼儿明显丰富了餐桌菜肴，或
红烧，或清蒸，有时还放到灶头里
煨，其味其香至今尚存记忆。

春季雨天是这种鱼儿成串上来
最多时节，晚上也有，晴天有时也
有。不过，捕得多了，游上来的鱼儿
也渐渐少了。一来他们警惕性高了，
二来鱼儿数量毕竟有限。这样的情
景再现，时光至少要倒回40多年。

那只清凌凌的水库，有过我蹒
跚游泳的波纹，有过我夜捕水虾的
声响，也有过朝阳晨读的身影，但
最有意思最难忘的则是捕捉溪流
鱼儿的乐趣。

摘葛公

葛公是一种蔷薇科属灌木植
物上的果实，很晚我才知道，葛公
书名叫“覆盆子”。

在草莓还没有在我们海岛种
植时，我见到的莓类果实，就只是
葛公。与草莓相比，它果实是小多
了，葛公的味道比草莓甜，半成熟
的还有酸味。据说它还是一中药
材，有养肝明目、抗菌抗炎等功
能。这些功能，我小时候是不知道
的，只知道可以吃，是过去农村稀
有水果，尤其是熟透的大果子，那
个味道，酣畅淋漓。

我印象中，葛公一般就生在路
边或山上，有的还藏在灌木丛中。
所以，有时为了摘葛公，我们的衣
服甚至皮肤，要被荆棘撕开口子。
但那时候的孩子不娇惯，被刺划破

的口子，几天功夫就自动愈合了。
有时候，早上上学路上，因为摘葛
公，太投入，当上课铃响了，我们才
飞快往校门跑。

那舟山海岛为什么叫“覆盆
子”为葛公？原来还有故事传说：
说东汉末年的有一年春天，舟山人
尊称为“葛仙翁”的吴国人葛玄，为
避战祸，从江苏茅山一路云游度
世，来到舟山本岛的第一高峰——
黄杨尖山住下来，在此修道采药炼
丹，为百姓治病消灾。他发现当地
村民中有好多脸色发黄，有气无力
的肾病患者，于是就地取材，采摘
山野里还没成熟的青色覆盆子果
实，晒干煎成汤药给他们喝，此药方
颇见神效，那些患有肾病的村民身
体逐渐康复。大家深感其德，为了
纪念这位“太极葛仙翁”施药济民的
善举，于是把这种果称为葛公。

葛公又分大麦葛公、小麦葛
公，前者果子大，淹死红艳艳，后者
果子小，颜色有红有黄；也许是按
照麦收季节不同分属不同果名。
近些年，听说有人也种植“覆盆
子”，但形成规模的几乎没有，看
来，这类果子种植也不容易；不像
草莓，大批量种植上市。

葛公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蛇葛
公的，颜色鲜红或暗红，看上去令
人垂涎，大人告诉说不能吃。为什
么叫蛇葛公，是被蛇含过了还是供
蛇吃的？看到它，有时怕怕的。那
时也斗胆轻轻咬过，只觉得淡淡的
没啥味道。

都说物以稀为贵，其实像葛公
这样可以入药的野外果子，上市季
节，也偶尔在一些农贸市场可以看
到零星买，价格不菲。有的人郊外
野游回来，看到这类果实，拍几张
照，也欣喜地分享朋友圈。

葛公，是乡村出来的很多海岛
人童年抹不去的记忆果，它清纯的
甜汁，酸酸的杂味，深深地烙在我
的味蕾里，难以忘怀。

童年野外三乐

□安然

民间有句俗语：“冬至之短，夏
至之长”。意思是夏至那天是全年
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又是指夏
天来到，炎热的天气有时会让人感
到极不舒服，但不可否认的是夏至
之时也有其独特的乐趣。

夏日有品尝美果之乐趣。舟
山民间又有句俗语，“夏至杨梅满
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夏至时
节，是舟山本地杨梅成熟旺季，晚
稻杨梅和如乒乓球大的东魁杨梅
相继成熟，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挂
满枝头，人们可以品尝到甜蜜带有
酸味的杨梅，喜欢喝酒的人，善于
用上乘的杨梅用高度烧（白）酒浸
泡，称谓杨梅酒，浸十天半个月就
可以吃了。舟山的杨梅酒独特，炎
热的夏日喝点杨梅烧酒，可消暑，
去湿热，《本草纲目》中提到“杨梅
涤肠胃，烧灰服，断下痢，勘验”，李
时珍把杨梅烧酒也变成了一味
药。乡村百姓有经验，吃酒浸的杨
梅不长痱子，还有止腹泻的奇效。

有些地方民间在夏至那天喝
酸梅汤，还存有夏至之日食李子。
据说吃李子可以医治食噎，或者随
身带李核也可达此目的。夏至之
时，舟山的金塘李子也成熟了，青
皮红心，果型圆整，果粉白厚，鲜脆
多汁，甜酸适口等特点。民谚“吃
过金塘李子，夏天勿生痱子”，金塘

李子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民间
有用白酒浸泡李子的传统，酷暑天
食用能解肚痛气胀，生津防暑。另
有据说，夏季喝酸梅汤的历史大约
已有三千多年了。《尚书》里说：“若
作和羹，尔惟盐梅。”这种放盐的梅
羹不就是最早的酸梅汤吗？现在，
为了防暑降温，不仅有酸梅汤，还
有绿豆汤、红豆汤，也有冰淇淋、雪
糕这类冷饮，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可以说，人们的生活真的越来越
好、越过越有味了。

夏日有欣赏荷花之乐趣。夏
日荷花开得水灵灵的、艳丽、迷
人。荷花之美，美在“不妖”。清
晨，来到荷塘畔，一阵阵凉爽的微
风吹拂，沁人心脾的清香便扑鼻而
来。向远处望去，看到成片的荷
叶、荷花，舒展着轻盈流畅的身姿，
款款摆动，宛如曼妙女子闻乐起
舞。那莞尔一笑的，是白花瓣上泛
着的胭脂红；那回眸一瞥的，是翠
叶擎着的滚动的清露。荷花仙子
展现着丽姿，好一幅精致绝伦的美
景，让人无比陶醉，流连忘返。荷
花之美，美在“不染”。古人云，

“莲，花之君子者也。”正因为它具
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所
以才赢得了“花之仙子”的美称。
赏荷花之美，乐在能美化人的视
觉，净化人的心境，感化人的灵魂，
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吾爱荷花，初缘于朱自清的美

文《荷塘月色》，情系于杨万里“映
日荷花”之佳句，观止于周敦颐不
过百余言之《爱莲说》，亦赏心于季
羡林的《清塘荷韵》。风恋荷，搔叶
飞舞，雨恋荷，滴溜晶露。人恋荷，
不与百花争艳。学习荷莲出污泥
而不染，傲易铮铮，柔情似水。

夏日聆听蝉鸣也是一大乐
趣。“流光七月，听蝉鸣夏”。 夏日
炎炎，热风扑面。静坐书案前，翻
阅着书籍，听着窗外阵阵蝉鸣，觉
得心旷神怡。时常会沉醉于蝉鸣
之中，夏日听蝉，时节各异，别有一
番韵味。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
下，蝉鸣之声不绝于耳。不同时段
听蝉，虽觉其声陶陶然，但感觉却
是完全不一样的。

清晨，蝉声从小区的树木间传
来。仔细听去，隔了夜的蝉声，似
乎沾染了清晨的露水，声声里，饱
浸了水般的凉意。蝉的心情可能
与我一样，舍了一早的清梦，享受
清晨那清风的盛宴。

午后，太阳光是火辣辣的，蝉
爬在枝头肆无忌惮地歌唱着，时而
高亢激越，时而低沉婉转。高亢激
越时，恰如一阵急雨，从枝头上哗
哗泻落，令人感受一种雨打芭蕉的
美妙情趣；低沉婉转时，则如绵绵
春雨被风悄然牵去，其声渐远渐
弱，直到完全消失。骄阳下，透过
枝丫的缝隙，总能看到蝉的黑色身
影，躲在树叶隐隐处悠扬而热烈地

吟唱着，唱得如痴如醉。
暮色里，蝉声显得格外动听，

与烈日下的蝉声截然不同，烈日下
的蝉声那是蝉躁。而暮色里的蝉
声是宁静优雅的歌唱，那是蝉颂。
它们在歌唱一天的美满结束，在歌
颂晚霞的灿烂辉煌。聍听暮色里
的蝉声，像似躺在藤椅上欣赏一首
优雅的小夜曲，声音空旷而纯净，
没有一点儿混沌之感。

在书中听蝉声，更是别有一番
情趣。古往今来，文人雅士们爱蝉
怜蝉，咏蝉颂蝉，写蝉画蝉，蝉在文
人墨客的笔下，总是被赋予了特殊
的色彩。曹植的《蝉赋》说：“唯夫
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在盛
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辛弃
疾写的“蝉”诗句：“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听蝉之吟诵，能让人
产生恬静之快。可以说，无蝉，夏
意便少了几分酣畅与淋漓。

夏日里，聆听蝉声，心中自有
一份别样的清凉。听蝉声能让人
产生平和之感。“知了，知了”，人生
如能像知了那样知了，不见世间
浊、不见凡尘贪，抛开尘世的一切
烦恼与忧愁，便会少了些浮躁与累
赘，多了些踏实与安详。内心平
和，心里方能装下满满的幸福。平
和的人，看得开，放得下，想得明
白，行事通达，内心通泰，过得洒
脱，活得如仙快乐。

炎炎夏日亦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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