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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没什么经济收入。”

“原先就那间祠堂出租有收入，每

年不到 200 元的租金。今年没

租，这一点收入都没了。”“这山沟

沟的，村民是随地都能摸出几个

钱来，但村集体没花头啊。”7 日，

我们接连走访唐先镇下位村、金

坑村和周坑村，发现这三个山村，

村集体都很“穷”。

集体经济年代靠山致富

“集体经济年代，我们村是富

过的。”金坑村会计金新瑶还清楚

地记得，20 世纪 70 年代，中山五

金厂缺运转资金，村里还借了 5

万元给他们。那时候，拥有 8000

余亩山地的金坑村，是原中山乡

11 个行政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

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这个偏僻小村就已经通车。

金坑村的富，在几十年后的

今天还有影子。沿着中周线走向

周坑村，道路两侧的农田基本是

金坑村村民所有，直到看见周坑

村的房子，本以为进了周坑村的

地界，可周坑村党支部书记胡汝

木说，眼前的田依然是金坑村的。

那时候的金坑村，“致富”靠

的是满山遍野的毛竹。村里的老

人们说，毛竹都是收购者自己进

山来收。“他们来时，还会背着米

面粮油上山给我们，一担毛竹大

概能换 30 斤大米。”金新瑶说，那

时候米值钱，哪像现在，一担毛竹

100 斤，只能卖二三十元钱，还得

自己背下山，一点都不划算。

后来，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就

此“分崩”。

村民渴盼产业带“进山”

天下着毛毛雨，75 岁的蒋香

圭在自家田里料理着瓜秧，距离

她几米远的一只竹篮里，3 根黄

瓜、4 根丝瓜静静地躺着。久居

城市的人对大山里的农产品总是

有莫名的喜爱。

“阿婆，黄瓜怎么卖？”记者边

问边掏出了钱包。

“不卖不卖，你要么拿根去吃

吃。”山里人的淳朴在阿婆身上展

露无遗。阿婆还说，再过个把月，

西瓜就要成熟了，可她从来没想

过要卖，“儿女家给几个，还有碰

到你们城里人来玩，也给几个。”

在唐先镇党委副书记徐杰看

来，这就是传统而又典型的农民，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这些山

村如果要发展集体经济，就必须

充分利用这些农民拥有的田地等

资源。

作为我市农业“两区”建设的

先行区，唐先镇以“唐八鲜”为主

打，依托红富士葡萄节、油菜花节、

葵花节、红糖节等，将农业、旅游和

商贸结为一体，现代农业与旅游观

光相融的产业形态日渐凸现，休闲

观光旅游产业带雏形显现。

“能不能让这条产业带往山

里延伸？”胡汝木急切地问我们，

有没有什么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办

法。

周坑村的祠堂左右不对称，

面向祠堂而立，就能清楚地看到

左侧已被拆去一部分。“那时不是

说‘要致富，先修路'嘛。这才拆

掉的。”胡汝木笑着说，拆掉部分

祠堂修起来的路，本是直通义乌

的路，不过至今还是“断头路”。

穿村而过，翻过一座大山，就

是义乌地界了。一山之隔，村民

们对商贸活动繁荣的义乌并不陌

生，却离得很远。

集聚人气先完善配套

山区村怎么发展集体经济？

我们走了一圈，觉得最好的路，还

是靠山吃山——倚靠着生态环境

一流的“绿色银行”，几个村完全

可以连片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届

时，将周末去丽水、武义游玩的市

民，都吸引回永康。

听说跟平常一样种种田，就

能鼓了个人和集体的“腰包”，胡

汝木顿时来了兴趣。“山里人舍不

得田地荒着。”胡汝木说，虽然现

在留在村里的人没多少，但家家

户户都还种着田，不少人还把金

坑的田都种上了。特别是近几

年，村里人“迷”上了种羊乳，这种

市场价每公斤超过 50 元的中药，

让这些农民又尝到了种植业的甜

头。胡汝木说，如果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山里人不怕种田。

胡金瑶想得更深些。“要这么

发展，最好先办个学校吧。”胡金

瑶说，现在留在山里的，都是上了

年纪的人，正值壮年的中青年为

了孩子的读书问题，都陪着出山

了，“光是种点农产品等着山外人

来买，没多大效益啊，要让山外的

人留下来消费。”

其实,这一带是有过学校的，

20世纪70年代，金坑村不单办有

小学，还有过初中和高中，留存最

久的是小学，在 1996 年才被撤

并。“说人不多吧，总有那么些个

孩子。”60 岁的胡金瑶是金坑初

中的第一届学生，而如今，除了学

校的教室还在，其他已然没了影

子。眼下距离金坑村最近的中山

小学，也有近 9 公里，村里人总觉

得很不方便。

“把学校办起来，把中青年壮

劳力喊回来，再办农家乐、开发民

宿，顺带发展种植业，这样村民和

集体才会富起来。”看多了别处的

故事，大山里的农民，懂的也不

少。他们知道，要想集聚人气，首

要的还是完善服务配套。

峡源古桥古民居
盼精心呵护

峡源村位于象珠西北部山区，村

庄整体处于河谷处，由于空间狭窄，

村庄整体呈带状布局。受河谷地形

高差的影响，部分民居运用大量石材

平整基础，形式独特，极具美感。

最“年长”古桥600多岁
三渡溪从峡源村中间穿过，溪水

清澈，部分区段水流较急，终年发出

叮咚的响声。由于溪水的分割，从元

代至民国，村里在300米长的溪流上

建了很多古桥，成为该村重要的文化

景观之一。

“村里大大小小的古桥二三十

座。”峡源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元说。

“最‘年长’的古桥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李文元说，这座古桥名叫

“胡家桥”，造于元末明初，桥身全长

8米，全部用天然鹅卵石堆砌而成。

“峡源村 8 座古桥已列入文物保

护。”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军说，古桥

结构类型多样，有蹬步桥、三折边石

拱桥、乱石拱桥、木梁石板桥等，桥梁

桥体均以石块、石板砌成，简易耐用，

但历史悠久，构造形式丰富，具有很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村里还有几幢有代表意义的古

民居。”在李文元带领下，记者来到了

松竹巷 18 号的古民居“听松别墅”。

“听松别墅”为民国初年建造，坐东朝

西，占地面积373平方米，四合院式，

砖木结构，硬山顶，在峡源村传统民

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古建筑保护面临“窘境”
走在峡源村的清幽小道上，一路

碰见的多是老人。一位阿婆说，村里

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人走房空，

古村落出现“空心化”现象，一些无人

居住的民居外观残破，有的建筑已经

濒临倒塌。而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

古民居，同样面临保护“窘境”。

“‘听松别墅’也有漏雨、屋脚发

霉问题，还发生过门窗雕花被盗的事

情。”住在里面的阿婆说，这幢房子在

“土改”时划给了好几户人家，现在搬

走的搬走，就剩他们一户住在里面。

“因为房屋所有权归里面的住户

所有，所以这幢房子的保护经费除国

家支付一部分外，住户也需要承担一

部分。”李文元说，在出钱维修房子的

问题上，几户人家意见需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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