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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洞村现有178户、486人，共有养殖塘820

多亩，68%的村民从事养殖业。“村民主要养殖青

蟹、小白虾、缢蛏、泥蛤等，去年村民平均可支配收

入3万多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0多万元。”任传杰

说。

在村办公大楼，笔者看到墙上挂满了奖牌。

黄泥洞村先后荣获省传统村落、省特色旅游村、省

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省卫生村和台州市文明村、

台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黄泥洞村是‘千万工程’在基层落地生根的

样本，也是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典范，从传统古

村落到建设和美乡村，不仅留住了乡愁，而且走出

了一条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子。”蛇蟠乡党委书记

林平如是说。

对于黄泥洞村的未来，任传杰心里早有一幅

蓝图。他说，村里计划投资1900万元，在印山塘外

海建造一座航海灯塔，印山塘与航海灯塔之间建

一条150米长的栈桥，并在塘上建饭店、餐馆，同时

推出“一口塘、一桌菜”项目，让游客到养殖塘抲青

蟹、小白虾、缢蛏、泥蛤等海产品，拿上来自己烧来

吃，既体验海涂生活，又吃到鲜活的海鲜……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苍茫大海上，

蛇蟠跨海大桥连接起海岛与陆地的交通，陆岛相

连的千年梦想变为现实。任传杰说：“随着沿海高

速公路的建成，国家级省级公路先后贯通，未来，

我们村将大力发展旅游业，着力培育海岛度假、渔

村体验、品赏海鲜、观光休闲等优质旅游产品，树

立海岛旅游独特的品牌形象，将我村打造成一个

诗画旅游地、精美度假村、鲜甜小海鲜品赏地和滨

海休闲旅游网红村。”

朱曙光 张文杰 王琛琪

海岛特色村的崭新未来

黄泥洞村位于三门蛇蟠乡政府驻地北偏东

0.6公里，地处蛇蟠岛南部。南临大海，西靠县城

滨海新城，北连宁海县。

黄泥洞村凭借独特的采石文化形成的赭红色

石屋，吸引了一拨又一拨远道而来的游客，已成为

小有名气的“网红海岛”。黄泥洞村还打造了石屋

古村、网红花海、海边餐厅等“花式打卡点”，让游

客大饱眼福。

别看如今的黄泥洞村是风光无限的度假胜

地，但几年前的黄泥洞村还只是一个交通闭塞的

小村，不少村民都从事着危险的采石行业。

“20 世纪 90 年代，正值蛇蟠岛旅游发展起步

期，我们村第一任书记任成员坚定一个信念，黄泥

洞村要发展就要搞旅游，要把老村石屋保留下

来。”黄泥洞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任传杰说，

当时村民普遍不同意，“村民感觉老村拆了既可以

原址造新房，还可以高价出卖拆下来的蛇蟠石，增

加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任成员带领村‘两委’班子成

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花了两个月才说服村民们，决

定加快新村建设，逐步搬离老村，这才使得老村石

屋‘原汁原味’保留下来。”任传杰说，同时，任成员

还立足长远，统一大家思想，把村内500亩土地留

作旅游开发的备用地。

现在，旱地变成了种满果蔬的生态农场，水田

变成了荷花池、粉黛花海，与古村石屋连在一起，

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完美转型“网红海岛”

“2003年，随着‘千万工程’的实施，黄泥洞村

也借此机会开始进行整改开发。”任传杰说，黄泥

洞村邀请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专业设计团队对村

域重新进行规划和设计，打造全新的历史文化和

休闲度假村落。黄泥洞村由此迎来乡村旅游发展

红利期。

早年，当地人绝大多数住的是采石后留下的

岩石洞，唯独此处为黄泥洞，形成村落后，即以黄

泥洞命名村子。村落依山而建，现存60多幢、150

多间石屋。建筑青瓦屋面，墙体多为采石废弃乱

石垒砌而成，坚固厚实，依地势起伏灵活布置，风

格简约，色调统一。

石院石屋、石庙洞寺、石路石墙、石碾石磨在

黄泥洞村随处可见，宛如一座石头博物馆。

走进黄泥洞村，映入眼帘的是村前原生态的

湖泊与亭子。“黄泥洞村现有主要建筑及设施都是

就地取材蛇蟠石建造的。你看后山上，那些全都

是蛇蟠石。”随着任传杰的指点看去，蛇蟠岛的山

峦岩石都透着极有识别度的赭红色，平添一份暖

意。

“岛上的蛇蟠石全国有名，蛇蟠石宜雕宜琢，

是建筑装饰的上好材料。”任传杰说，筑造民居所

用蛇蟠石石质细腻，软硬适中，色泽柔和漂亮。

以“蛇蟠石”筑村

用蛇蟠石雕刻的图案丰富，寓意深远，颇有特

色的“三门石窗”，更是远近闻名。据介绍，黄泥洞

村的大部分建筑为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重

建。在石屋古村，最具特色的是石窗。该村的石

窗可以说是三门石窗文化的代表和缩影。

“如今，很多黄泥洞村的原始石窗大多放在野

人洞景区展示，只有少数还留在黄泥洞村，一幢幢

石屋看过去，你能发现不少惊喜。”任传杰说。

三门石窗艺术相传始于南宋，明清时期已广

泛应用于村落民居的建筑外墙，起到通风采光、防

盗防火、美化装饰作用，其影响遍及甬、台、温、杭、

沪等沿海地区。

三门石窗的造型大多呈长方形，还有圆形、菱

形、扇形等，可分为文字纹、几何纹、铜钱纹、龙凤

纹、人物纹、动物纹、花草纹、一根藤纹、八宝纹等

九大类，体现了高雅与俚俗同在、儒道释三家共

存的和谐理念，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体

现了三门湾民间美术的深厚基础及精湛的雕琢技

艺。

以黄泥洞村石窗为缩影的三门石窗，装饰华

丽，雕镂精美，是美术、建筑和文学的和谐统一，再

现了明、清以来浙东沿海地区的建筑风貌，具有历

史参考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2004年，三门石窗艺术被省里列入专业性保

护试点项目。2007年，入选第二批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三门石窗文化的缩影

黄泥洞村依山而建，穿村拾级而上，即为千洞

禅寺。千洞禅寺依洞而建，内供弥勒佛，当地人称

“太平佛”。

“黄泥洞村的先民以采石为生，当时采石留下

了大大小小的石洞。如今，围绕黄泥洞村分布着

大小不一的石窟群，面积在50-800平方米不等，有

相互串联、也有单成一体的。”任传杰说。

黄泥洞村的古村落景观颇多，“大台屋”位于

黄泥洞古村落，建于清代。坐西北朝东南，占地

面积300多平方米，前为3米高的石砌围墙，中设

大门。正房为三间二层带一弄，中为堂前；左右

为二间二层厢房。建筑外墙一层以石垒砌，二楼

以青砖垒砌。

《和蛇蟠岛韵》一诗中有言，“野人家住神蛇

顶，石骨撑空芒射日”，野人洞景区因此得名。野

人洞景区位于黄泥洞村北面山上，占地面积 1.06

平方公里，主要景点有采石坑、野人洞瀑布、古洞

人家、石窗博物馆等，是国家4A级景区。

位于黄泥洞村的三门围塘纪念馆，纪念馆内

设“海退地出、山海之梦、众志成城、蛇蟠蝶变、蓝

色畅想”等5个篇章，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三门湾开

发史、历代三门围海造田奋斗史。

整个黄泥洞村古村落特色明显，位置依山面

海，与后山浑然一体，屋舍呈阶梯状，是一个原汁

原味的、具有浓郁滨海田园渔村风情的乡土村

落。

石窟群构成古村落景观

海岛古村因“石”焕新
江南古村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白墙黑瓦，宛如一

幅水墨画。但位于三门县蛇蟠岛的黄泥洞村，却是另一番

景象。一抹赭红，在海天相接的蛇蟠岛上显得特别引人注

目。

近日，笔者来到三门蛇蟠岛上的黄泥洞村，这里气候

宜人，面朝大海，依山而建，民居由赭红色的蛇蟠石层叠堆

砌而成，错落有致，极具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