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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河、巨洋河、错水河、跃进河和
龙泉河犹如五条蜿蜒奔腾的蛟龙，直
扑胶州湾，而入海口就是被当地人传
为神秘地带的“五河头”。五河头不远
处有一个叫魏家岛耳河的村子，除此
之外还有张家、庄家和王家三个岛耳
河。传说宋末年间魏氏先祖从云南迁
此立村，至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因
村东临胶州湾，南北各有一条河，三面
环水如半岛，村南河道弯曲似耳，故名
魏家岛耳河。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五河
头处于河水与海水交汇的特殊地带，因
此这里的水被当地人称为“两酱水”，也
称“两合水”。由于海水和河水密度不
同，交汇处就形成一个狭窄的过渡带，
被称为“海洋锋面”。特殊的水域环境使
得这里鱼类众多，根据它们的生活方式
和饮食习惯分为淡水鱼类、海水鱼类和
河口鱼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既能品尝
到鲤鱼、鲶鱼等鲜美的淡水鱼，又能吃
到鲈鱼、鲳鱼等美味的海鱼，还能品尝
到味道鲜美的虾蟹。早就听说魏家岛耳
河盛产一种古法制作的“虾仔酱”，风味
独特，还成功入选西海岸新区第六批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次采访的主
人公就是“虾仔酱”的传承人——— 青岛
岛耳河水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新农人”
魏希壮。
       

　　时逢初夏，暖风宜人，河水清澈，
汛期尚未到来，五条宽阔的大河温顺
地静静流向五河头。
　　得知我们要来，魏希壮带领一干
人早已等候在合作社。名副其实，我猜
走在最前面那高大威猛的中年汉子就
是魏希壮，洪亮的欢迎声透着王台人
的豪爽，一双宽大厚实的手掌让你感
觉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业者。
　　魏希壮是土生土长的岛耳河人，他
深爱着父老乡亲和这里的一草一木。多
年前他离开家乡在外创业，是一个成功
的农民企业家。虽然身在外地，但他一
直关注着家乡的变化、村庄的发展以及
父老乡亲是否增收。当得知家乡没找到
好的产业发展道路、村集体经济收入薄

弱、村民致富无门时，他非常着急。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
富”的梦想在身为党员的魏希壮心中
升腾，他立志要带领全体村民致富。于
是，魏希壮怀揣着重振家乡发展和带
领老少爷们致富的信心，接受了王台
街道党工委的邀请，毅然抛下经营多
年的企业，回到魏家岛耳河担任党支
部书记。他反复琢磨、认真规划，沿着
村庄、河边转了不知多少圈，想了不知
多少方案。他清楚地知道，岛耳河自古
就有养殖和种植的传统，要想增收必
须充分利用养殖和种植的资源。同时，
他坚持“要想办大事必须有个好班子，
有强大的凝聚力”，于是迅速召开第一
次支部党员大会，确定了以“党建+科
技”两手抓的乡村振兴措施。魏希壮要
带领全村人充分发挥地处五河头的地
域优势，以发展种植和水产养殖作为
促进农民增收的“双轮驱动”，重点培
植产业发展新模式，让老渔村焕发新
颜，让稻花香飘满田野。
       

　　“只要想干事，就没有干不成的
事；只要用心干，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这是魏希壮在全村村民面前作出的最
简单的承诺。他四处求贤，邀请山东省
农科院的专家来村里实地考察，现场
制定改进盐碱地方案，并用自家的资
金垫付投入改造工程。他反复比较改
良配方，日夜察看改造效果，定期检测
水稻的生长数据。苍天不负有心人，经
过科学治理，“沉睡”多年的盐碱地被
唤醒，焕发出勃勃生机。看着盐碱地一
天天变绿，魏希壮的皱纹一天天舒展，
村民们终于看到魏书记的脸上有了
笑容。
　　在工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农产品
必须高质量、高品质，才能得到较高的
附加值。为此，魏希壮引进高品质水稻
品种“越光”“圣香66”，着手建设生态立
体共养稻田项目。他开发5亩试验田，
实行水稻、鱼、龙虾、蟹生态共养模式，
鱼虾吃稻花、鱼粪肥水稻。就这样，岛
耳河两岸阔别40年的稻花香又回来
了。2020年初该模式试行成功，每亩产
出优质大米800斤，稻花鱼、大闸蟹、龙
虾等水产200多斤。独特的土壤培育出

的富硒大米和稻花喂养的水产品，色
香味俱佳，营养价值丰富，深受消费者
喜爱，一度供不应求。村民们说，这种
新的共养模式让村子每亩土地年产值
从几千元提高到了几万元。
　　为方便相关产品销售，在王台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和乡村振兴工作队
的帮助下，魏希壮争取到青岛西海岸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帮扶资金，
办起了青岛岛耳河水产品专业合作
社，将松散、零碎的水产养殖业纳入合
作社管理。
       

　　魏希壮深知村子地处五河头的地
域优势，有独特的“两合水”和滩涂资
源，这是虾蟹养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
多次对接国家虾蟹技术体系研究院，
建立起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青岛综
合试验站岛耳河示范基地，引入对虾

“135”两茬分级接续养殖模式。投产
1800亩虾蟹养殖池，年产梭子蟹50吨、
基围虾30吨。为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
值，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帮助下，
魏希壮又向区农业农村局争取资金建
成了虾蟹酱加工坊。
　　五河头的“两合水”里生长着一种
几乎透明的小虾，味道特别鲜美，小虾
仔只在清明节前后一个月和霜降前后
一个月的时间段里生长，产量极少，且
极难贮存。而岛耳河的先祖们却有一
种制作虾仔酱的传统技艺，已传承了
三百多年，叫“古法腌制”，即以当地的
海盐为原料、祖传老陶缸为容器，将海
盐与鲜虾仔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
放入老陶缸密封发酵，置于阴凉通风
干燥处存放发酵至少三个月，最长可
达一年。科学解释是这种技艺能促进
虾青素消除因时差反应而产生的“时
差症”，并且促使虾青素的抗氧化作用
更强。魏希壮从宜兴定制了专用老陶
缸，捕捞和挑选最新鲜的虾仔，严格流
程，科学秘制，制作出的虾仔酱鲜香醇
厚、回味悠长。
　　2022年，“岛耳河虾仔酱”入选新区
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
希壮成为新一代传承人，岛耳河虾仔
酱工坊也入选新区首批非遗工坊。
　　“一径秋风起，蟹香满苇塘”。为进

一步助力乡村振兴，魏家岛耳河又成
功举办了“海村邂逅”螃蟹节，吸引游
客无数。来到滩涂区域，无数螃蟹此起
彼伏地从浓密的水草里探出头来，挥
舞着双螯，引得游客纷纷下塘捕蟹；蟹
元素美食的香味则伴随着欢快的歌声
搅动着游客的嗅觉和味蕾。盛上一碗
洁白如玉的大米饭，舀一勺泛着红光、
鲜美醇香的虾仔酱，独特的口感让人满
口生津、饱嗝连连。游客不得不闻香止
步，在美食天堂流连忘返。
        

　　短短三年，魏希壮带领村民盘活
闲置土地，扩大共养面积，村民年增
收1200多元，村集体实现了从20多万
元到200多万元的跨越式增长，村民
不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挣钱养
家。魏家岛耳河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
科技化、产业化、规模化方向的加速
转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不断
闪光。2022年，王台岛耳河虾仔酱登
上CCTV《探索·发现》栏目，同年年
底人民日报客户端以《企业家变身领
头雁 产业富民促振兴》对魏希壮进
行了专题报道。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号角，魏希壮有了新的“小九
九”——— 他想在村东头至五河头六公
里处开发民风民俗、虾仔酱博物馆、水
稻博物馆等项目，并扩大鱼稻蟹共养、
虾蟹养殖、海参养殖范围，建设集新型
养殖种植园区、观赏娱乐区和研学基
地为一体的王台“后花园”，打造集钓
鱼场、渔家宴、民宿、五河口网红打卡
地等于一体的长廊观光带……
　　“乡愁是一碗大米饭，是一碟虾仔
酱。”这是魏希壮常挂嘴边的一句口头
禅。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他纯真的初心。
　　采风结束时暖阳高照，放眼望去，
河水奔流不息，五河头处涛声轰鸣。我
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崭新的美丽乡村画
卷正在五河头次第展开，也仿佛听到
了惊涛骇浪中那高亢的弄潮声。挥挥
手暂别五河头，待到秋风吹来时我们
再回来，要亲自尝尝五河头产出的香
喷喷的大米饭，就着鲜美可口的虾仔
酱，感受这悠长甜美的乡愁。

五河头
那悠悠的乡愁

□王玉来

  我在王台工作了三十多年，深深为这座千
年古镇丰厚的历史文化所折服，更为这片神奇
土地的旖旎风光所陶醉。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的足迹几乎踏遍
王台所有村庄，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有一个
地方一直没有去过，那就是被世人传为神秘地带
的五河头。今年初夏，我们王台文学社的几位成
员相约，一起来到这神秘而又神奇的五河头采
风，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探寻此处悠长的乡愁。

  魏希壮展示
养殖的稻田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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