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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新昌新闻网记者黄婉晶报道 几天
前，记者来到七星街道土谷庙村上村自然
村，拜访远近闻名的养兔大户王慈良。进村
的路上，迎面走来的村民听说我们的来意，
说：“找王慈良啊？他去市场卖鱼了，你们去
兔场稍等一下，就快回来了。”这老王是个养
兔专业户，怎么改行卖鱼了呢？原来，在平日
的培训学习中，老王了解到，兔粪中有很好
的有机肥，用兔粪饲养禽畜，是一条绿色的
生态循环路。结合自身实际，他在村里包了
一个鱼塘，用兔场产生的兔粪和杂草喂鱼，
有效解决了兔粪问题，还使鱼儿长得更加肥
硕。王慈良养的鱼除了卖到市场，还开设了

“钓鱼农家乐”，每到周末，到他家钓鱼的人
络绎不绝。

王慈良今年 51岁，已有三十年的养
兔经验了，在新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养兔
大户。据他介绍，土谷庙村饲养长毛兔的

第一人，就是他的爷爷。上世纪 80年代初
期，王慈良的兔场里以长毛兔为主，到了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他的兔场扩大了规
模，全村的长毛兔存栏量也达到了一万余
只，成为全县第一个“万兔村”。但是兔毛
价格常有起伏，养兔户的收入也是时高时
低，不够稳定。由于种种原因，1996年，兔
毛价格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滑坡，有些人家
纷纷杀掉兔子，转行做其他生意。王慈良
却没有放弃，他更积极地参加县里组织的
各类培训，还买来许多专业书籍，对照书
中的知识，进行科学养兔。“良种兔的选择
是基础，科学饲养是关键。”王慈良从兔笼
里抱出一只胖乎乎的小仔兔，自豪地向记
者说：“这只小兔才两个月，可是体重已经
达到两斤了。刚生下来的时候可是只有五
六克重呢。”谈起科学养兔，王慈良的话匣
子就打开了，比如母兔和仔兔的饲料要分

开调配，夏季的时候仔兔的饲料里要拌入
药物预防球虫感染，兔草一定要精心选
择，最好是能自己种植，避免农药、化肥污
染……“这些知识，除了自己实践得来的，
主要还是专家教的。”

原来，每月的 20日，县兔业合作社都
会进行专题培训，有时还会请来省里的科
研专家进行授课，王慈良每月都准时前
往，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会与其他养
殖户交流养兔经验，交流市场信息。此外，
养兔专家也多次到王慈良家进行走访，并
指导他如何进行科学饲养，如何发展规模
化养殖，兔业合作社还多次组织会员赴慈
溪等地参观学习，了解当地养兔发展的情
况，老王也从中获益匪浅。

目前，老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科学规
模化兔场，现在养兔场里有 600只兔子，
大概 200只长毛兔，其余的以獭兔为主。

平时兔子吃的都是菜饼、玉米和兔草，兔
毛粗壮浓密，质量非常好。而且，老王还学
会了兔毛的保存方法，兔毛剪下后可以保
存颇长的一段时间，等到兔毛价格高点时
再出手，这样，又可以多赚一点。

去年，老王通过了畜牧师考试。据了
解，要通过这门考试，要掌握十多门课程，
包括家畜环境卫生、家畜饲养、动物遗传
育种、畜禽生产与营销、兽医基础知识、饲
料分析与配制、畜禽繁殖技术、畜禽饲养
管理技术、动物疫病诊疗技术等。年过半
百的他凭着对养兔事业的热爱，平日里与
兔子打交道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一股不服
输的韧劲儿，硬是啃下了这十余门专业
性、实践性都颇强的课程，成为了一名响
当当的畜牧师。“要想把兔子养好，一定得
多学习，只有科学饲养，才能使自己的养
殖路越走越宽。”王慈良如是说。

兔场里走出来的畜牧师
记七星街道土谷庙村养兔大户王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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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厨房的“艺术家”
记镜岭镇雅张村“85后”厨师张斌锋

新昌新闻网记者胡秋萍报道 记者来
到重阳宫景区的桂竹居时，已经快下午 2
点了，张斌锋刚从厨房忙完出来。1985年
出生的张斌锋身材微胖，穿着整洁的厨师
工作服，戴一副眼镜，看到记者后，他很斯
文地打了个招呼，显得有点腼腆。跟张斌
锋一起工作的两个阿姨倒是向记者夸起
他来，他菜切得很好，还飞快，烧得也不错
……

2003年夏天，张斌锋刚从县职教中
心机械专业毕业。当时，年轻的张斌锋对
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具体的规划，对
就业也是比较迷茫。正在此时，镜岭镇政
府组织举办了第一期免费农民烹饪培训
班。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张斌锋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在培

训班上，师傅从食材选购到各项烹饪技
术，到基础制作工艺等进行了全面的讲
解，还有现场示范和练习。也许是与烹饪
有缘，张斌锋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项创造
美食的艺术。在 20来天的培训里，张斌
锋总是认真记录师傅课上讲的要点难
点，回家后再亲自下厨试验，反复操作，
还让家人朋友来品尝，并征求他们的意
见。通过实践，他的厨艺有了很大提高，
基本上掌握了一些炒菜和面食制作的要
点。

培训班快结束了，张斌锋却觉得在烹
饪的道路上，他要学习的还有太多太多。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斌锋得知师傅所在
的上三高速服务区餐饮部正好需要学徒，
他就毅然地选择了继续跟师傅去学艺。来

到上三高速服务区餐饮部，张斌锋从最简
单的切葱姜大蒜等做起。刚开始，由于经
验不足，又要讲究速度，张斌锋的手在操
作中被切到、烫到是常有的事。虽然一次
次流血、起泡，但张斌锋从来没有想到过
放弃，总是稍加处理，又马上返回岗位继
续工作。他的踏实同事们看在眼里，在张
斌锋切完菜的空余，总会给他更多锻炼的
机会。就这样，张斌锋在烹饪的道路上一
天天成长着。

2006年，张斌锋来到现在的桂竹居，
主要负责配菜工作，偶尔也烧几个菜，展
示一下自己的厨艺。都说“学厨师难，做厨
师累。”虽然很少有休假的日子，张斌锋却
一直享受着学厨的过程，享受着烹制美食
的乐趣。晚上下班早点，回到家，如果父母

经营的农家乐还有客人，就是由他掌勺的
时候了。用张斌锋自己的话说是，“干哪一
行不辛苦呢，我并没有觉得做厨师有多辛
苦，都差不多吧。”在采访之余，张斌锋也
展示了他配菜的功夫，剖膛，去瓤，切片，
一阵连续的菜刀与案板的撞击声后，一根
蒲瓜就变成了一盘厚薄一致、形状一致的
蒲瓜片了。

谈到自己的厨师之路，张斌锋说，如
果不是当初的烹饪培训班，他可能会先去
机械相关的岗位就业，然后转一圈后还是
来学厨师这门艺术。当问到以后有什么打
算时，张斌锋笑笑说：“我还没有好好打算
过以后怎么样，说不定会去开家饭店，说
不定会去承包个厨房，但肯定会在创造美
食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全天新昌中医院
邀请浙医一院泌尿外科专家沈柏华来院坐
诊、手术指导，欢迎广大泌尿系疾患就诊咨
询。

沈柏华，1987年毕业于原浙江医科大
学医学系，现为浙医一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委员，中
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
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浙江省
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委员，浙江省抗癌

协会、泌尿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第三梯队培养人员。
先后主持或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基
金课题，省卫生厅基金课题四项，发表学
术论文 2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
奖一项，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
奖各一项。擅长前列腺疾病泌尿系结石及
泌尿生殖系肿瘤的临床研究及外科手术
治 疗 。（ 联 系 电 话 ：0575—86265209、
8626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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