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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雨飘摇老破屋到耕读文化网红村

龙泉源底村：千年古村新生机

□本报记者 李曜清

白云深处仙境，桃花源里人家。

在浙闽交界的绵延群山中，藏着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千年古村——龙泉市上垟镇源底

村。在群山掩映中，清澈的溪流蜿蜒穿过村

庄，村里是白墙黛瓦的古建筑群，整个村庄宛

如一幅水墨丹青的风景画。

曾经，这里的古宅年久失修，风雨飘摇，村

里到处是破败的香菇棚和破灰寮。而现在，这

里搭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快车，利用青山绿

水好资源，守旧谋新，实现了特色文化古村的

蜕变，走上了一条富民壮村的振兴路。

日前，记者驱车实地探访了这座当地人称

之为“龙泉西乡好源底”的古村落，倾听当地践

行“两山”理念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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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底村，随处可见粉墙高耸、雕梁画栋的

古朴幽雅古宅。

“我们村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些明清古建筑

群了。”在源底村村支书徐达楼看来，悠久的历

史和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是源底村最闪亮的一

张金名片。2015年10月，源底村被列为省级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2018年5月，

源底村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保护的中国传统

村落。

记者了解到，源底村是龙泉市现存历史建

筑规模最大的村，文化底蕴深厚，至今仍保留着

明清古建筑群36处，建筑面积达2.737万平方

米，原貌保存度达到90%，尽显浙派山乡建筑特

色。

“保护这些老房子，可花费了不少功夫。”徐

达楼告诉记者，2000年初的时候，村里不少外

出务工的村民陆续返乡，开始在村中盖起洋

房。有村民担心村庄在经历现代化浪潮的洗礼

后，会失去传承千年的历史底蕴和美感，但也有

部分住在年久失修老宅里村民，因为房子漏雨

漏风，生出了拆除古建筑的想法。

“当时的村‘两委’坚持认为，这36处古建

筑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必须完整保存

下去。”徐达楼告诉记者，2015年，乘着被列为

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的东风，村

里着手实施历史文化村改造项目，对古宅进行

修缮、改建，修复了村内古道，还打造了桥头景

观石、水车景观工程等景区配套项目，形成了古

村新景的独特风韵。

上垟镇也对源底村的古建筑保护和管理予

以极大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加强

对古民居的保护、修缮、管理和宣传，并成立了

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了文保员，实施了严格的

管理办法。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源底村立足古建筑群，

初步形成了以耕读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品牌，游

客络绎不绝。“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产业，我们

挖掘每一栋古宅背后的故事，让每一栋古宅都

成为一个小型的文化‘展览馆’，并将这些内容

汇编成《守望田园》一书，还在村里经常举办唱

村歌、看村晚、观文化墙、品特色菜等活动，让游

客更直观地了解和感受源底的历史文化魅力。”

徐达楼介绍。

近年来，在上垟镇政府的主导下，源底村依

托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在建设一个新项

目。“项目建成后，源底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八方来客，让更多人领略源底之美，打造‘美丽

经济’样板村。”徐达楼告诉记者。

富民靓村踏上新征程

谈到源底村，不得不提到香菇。“村里几乎

九成农户种香菇，祖祖辈辈种了好几代。”用徐

达楼的话来说，村里不少人都是靠种香菇盖起

了新房，开上了汽车。

村民赖建义和妻子储金莲是村里有名的

香菇经纪人，每年要从源底村及周边村庄收

购5000多公斤香菇。“我们夫妇俩从事香菇

种植和销售有十多年了，从早先的破旧布棚

到现在干净整洁的现代化菇棚，从过去的保

鲜难、运输难到现在冷库保鲜、真空包装，亲

眼见证和经历了村里香菇产业的转型升级。”

赖建义说。

董久鸣是省农业农村厅派驻源底村的第

一书记，是省级扶贫结对帮扶组常驻成员。

2019年他来到村里后，发现村里的57亩食用

菌基地一直处于半闲置状态，不但浪费了土地

资源，还影响了村容村貌。为改变这一状况，

他积极协调项目资金对食用菌基地进行提升

改造，引进生产主体，采取“村集体+农业主

体+种植户”合作发展模式，让原先被闲置的

65个大棚全部重新利用起来，今年可以种植香

菇40多万棒，预计能带动农户增收120多万

元。

前几年，源底村村道两侧多是破灰寮和废

旧不用的香菇棚，极大地影响了村容村貌。

2019年初，村党支部下定决心对村道进行改

造。在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村

“两委”决定实行“拆破拆旧为前，土地流转为

中，种植果树在后”的整治方式，源底村乡愁果

园项目应运而生。

起初，农民对乡愁果园项目有质疑，觉得不

靠谱。为此，徐达楼带头向村民讲解合作社股

份分配、实体建设、合作模式、收益使用等情

况。“在拆破拆旧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有部分

村民不认可，我们党员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

作。”徐达楼回忆道，为了增强村们民的信心，村

里的7位党员带头流转土地种植果树，以实际

行动引导村民统一思想。

如今，源底村的乡愁果园已有40多亩面

积，已种杨梅树225棵、红心柚树295棵、青梅

树258棵、梨树129棵、柿子树104棵。这些果

树整齐地立在村道两侧，身姿挺拔，枝桠茂盛，

就像是源底村的“迎宾队”，时刻向外来游客们

“招手示好”，尽情展示着源底村的新风貌新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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