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堂村村“两委”在党建联盟

的支持下，完善了道路、停车场、绿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两军会师

纪念馆”“星光公园”为中心，打响

“红旅之村”乡村旅游品牌。

在这里，游客们可追怀“为有

牺牲多壮志”的历史，可亲近“漠漠

水田飞白鹭”的田园，可欣赏“绿水

平溪日夜流”的山水，可感受“手可

摘星辰”的美妙……

圣堂村村民罗天临，原先在路桥

办印刷厂，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

——黄岩溪苑民宿的老板。他笑

称，民宿的卖点就是圣堂远离城市

的宁静山水，而特色菜如田鱼、土鸡

都是当地农户养殖的，因为有了客

源，他还在村里种植了124亩猕猴桃。

“忽如一夜春风来”，目前圣堂

村黄岩溪苑、括苍红舍、听风阁等

15家民宿已经开业，创业者多为当

地村民。 沈海洲 黄微

回乡创业奔富路

黄岩圣堂村：“红磐石”筑起共富路

一边聆听越剧经典名

段，一边品尝美味奶茶，有

兴致的还可穿上戏服拍照

留念或上台表演……每到

节假日，嵊州市甘霖镇施家

岙村“十姐妹街”上游客不

断，有踏着前辈的足迹来溯

源的戏迷，也有研学游的学

生。

施家岙村是绍兴市首

批 13 个“乡村振兴先行村”

培育名单中的一个。作为

女子越剧发源地，该村将特

色文旅产业作为乡村发展

主线，全方位打造“越剧朝

圣地”。“十姐妹街”的开发

建设就是举措之一。

“戏颜·茶空间”奶茶店、

“人生一串”美食店、“戏福社

妆容”体验店、“金绣非遗”

体验店……行走在“十姐妹

街”上，从吃到用，越剧元素

无处不在。“每天都能感受

到女子越剧故里的浓浓越

韵，对我来说乐在其中。”

“戏颜·茶空间”奶茶店店主

李红萍说，她是资深越剧票

友，在这儿创业十分舒心。

“我们还开通了网络直

播间，打造越剧互动交流平

台。”村党总支书记李千福

说，村里对名人故居、环山

游步道等各类基础设施进

行了修缮提升，不仅让游客

玩得开心，还吸引了更多乡

贤回归。施余江便是其中

一位，当他得知村里要建设

“青山湾民宿集聚区”时，立

即决定投资 160 万元参与；

此前在外开饭店的施武斌

也回老家开了一家越剧主

题餐馆，2021年12月6日开

业以来，平均每天接待10多

桌客人；“海归”钱生从小就

痴迷故乡的越剧文化，回国

后就开了一家“越迷”主题

蛋糕店……

“我们今年还将推出沉

浸式越剧馆、越剧潮玩空

间、国潮越剧音乐酒吧、沉

浸式戏曲密室、闺蜜手作工

坊等越剧主题业态。”李千

福说，今年村里计划投资

1800 万元，新建集接待、商

贸、餐饮于一体的数字化管

理的“乡村会客厅”。

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

先行村建设让施家岙充满

了生机与活力，去年村里新

增就业岗位70多个，村集体

经济增收60多万元。

张峰 章炳军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古色古香

的民宿、地道可口的农家菜……春

节假期，慈溪市龙山镇方家河头古

村年味十足，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度

假。“自推进‘精特亮’创建以来，方

家河头景区主干道‘白变黑’，老街

两侧建筑外立面改造完成，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说起村庄新变化，村

民华兰春喜上眉梢。

方家河头是慈溪唯一保存完

整的千年历史文化古村落。近年

来，该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对古村进行保护性修缮、环境综合

整治等，成为宁波的“网红打卡

地”。“河头古街既是古韵秘色瓷文

旅精品线（龙山段）重要节点，也是

慈溪市重点打造的‘特色街区’之

一。”龙山镇相关负责人说，去年6

月以来，镇村对河头古街内绿化、

景观围墙等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建

设文旅产品展示中心等，累计投入

1400多万元。

徜徉在方家河头，人们游古

道、品美食，在诗画般的美景中感

受浓浓的年味。在鸳鸯古樟、方井

等景点，人们拿出手机定格古村美

景；在农家菜馆，鲞冻肉、“糟三样”

等特色美食成为“抢手菜”。“春节

假期，我们每天能接到 10 余个订

单，下单的都是宁波游客。”方氏人

家农家乐负责人张国英说，“精特

亮”创建焕发方家河头新活力，“村

庄颜值提升了，人气旺了，我们的

生意更红火。”

以“精特亮”撬动“全域美”。

去年以来，方家河头将文旅产业植

入，与古村空间改造同步推进，对

古村景区内现有的农家乐、茶馆、

民宿进行改造提升，统一布局，引

入非遗文创展示、登山用品销售等

业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方家

河头很美，这种美来自岁月的沉

淀。”今年春节，游客陈先生入住该

村新开业的桃花岭民宿，“附近不

仅有鸳鸯古樟、藕池等特色景点，

还有茶馆、咖啡书吧等。在这里我

们品味旧时光，乐享慢生活。”

目光所及皆美景。“美丽乡村

不仅要‘外在美’，更要‘里子美’。”

方家河头村党总支书记方杰说，

今年，方家河头将加快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把鸳鸯古樟景点打造

成网红摄影基地，在镇风岭两侧农

田建设学生农学体验点；深入开展

文明旅游村建设，引导农家乐、民

宿经营者等诚信经营，提升服务

质量。

陈章升 蒋亚军 张天叶 赵婷

慈溪方家河头村：诗画美景活力迸发

嵊州施家岙村：
越剧故里的“共富”新味

藏在深山无人识

圣堂村很偏远。

这里是永宁江源头，距黄岩城

区约50公里，但藏在深山的圣堂村

风景秀美、历史底蕴深厚。黄溪与

大横溪在此交汇，形成黄岩溪。传

说东汉时期道教名人王远（字方

平）曾在村边的黄岩山上的黄岩石

（弈棋石）处隐居修炼，唐天授元

年，武则天据此改“永宁县”为“黄

岩县”——黄岩的名字由此而来。

圣堂村还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1948 年 4 月 7 日，浙东台属“铁

流部队”与浙南括苍支队在圣堂会

师，圣堂村建有浙东浙南两军会师

纪念馆。

此外，这里还有南方红豆杉古

树群、黄永古道、林家老宅等丰富

的旅游资源，尤其是横亘在黄岩溪

上的黄岩山廊桥，跨度45.6米，是目

前全国跨度第三的木结构廊桥。

巍巍括苍山、悠悠黄岩溪，守

着这样的青山绿水，但是圣堂村一

直没找到家门口致富的路径。

党建联盟促发展

去年4月27日，在圣堂村浙东

浙南两军会师纪念馆前，上郑乡与

东城街道、区交旅集团共建“红磐

石”党建联盟。“红磐石”党建品牌

设计理念以黄岩石作为整个造型

的基础元素，视觉呈现像一朵盛开

的花朵，寓意通过接续发展，坚守

红色根脉，坚持初心如磐，筑牢源

头阵地。

“红磐石”党建联盟给圣堂村

的发展带来了资金、项目——

区交旅集团投资约300万元对

两军会师纪念馆进行改造提升，结

合声光电系统、多媒体演示软件、

大屏幕投影演示等立体化动态技

术，建设数字化的红色之馆。

海拔465米的圣堂村仙机峰，台

州天文爱好者公认的最佳观星场所

之一，区交旅集团在此建起华东地

区首家星光公园，拥有3D星空模拟

馆、天文资料实物展厅、星光体验

区、天文观测区等，现在工程已经基

本完工。

“红磐石”党建联盟项目的落

地，丰富了圣堂村的乡村旅游资

源，拓宽了圣堂村“两山”转化通

道。

“想不到，在我们台州也有这么漂亮的廊桥！”

朋友圈经常被刷屏的黄岩山廊桥，让台州市黄岩区上郑乡的圣堂村“出圈”了。每逢双休日，圣堂

村的游客络绎不绝，不仅带动了农家乐、民宿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和众多高山村一样，过去，圣堂村人口外流，发展“后继乏人”。在黄岩区推进全域共富的进程中，

上郑乡与东城街道、区交旅集团共建“红磐石”党建联盟，结对帮扶，推动全域景区化建设。圣堂村丰

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被创造性地挖掘出来，吸引了一拨拨山外游客“逆流”而上，热闹了村庄、富裕了

村民。

2022年 2月12日 星期六 8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美丽乡村

游客在方家河头古村挑选虎头鞋游客在方家河头古村挑选虎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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