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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

尽快把闲置了十多年的百亩‘坑

田’利用起来，创收致富。”15 日，

西溪镇马坞村村委会主任胡明星

对记者说。

马坞村全村约有 200 亩地。

2005 年，村里重新调整土地，分

田到户，其中 100 多亩良田种起

了粮食瓜果，但由于大量村民外

出务工，其余 100 余亩土地渐渐

荒芜。

对此，马坞村想把这些土地

进行流转，集中开发。曾有不少

磐安药商看中这些抛荒的土地，

愿意以每亩 500 元的起投价竞标

承包，但由于政策处理等原因而

未能如愿。如今，这百亩土地已

是杂草丛生，被称为“坑田”。这

让胡明星心痛不已。

“你看附近的后岗头等村村

民，都通过种植元胡、贝母等药材

发家致富了。我们村的条件与他

们比并不差，为什么就不可以

呢？”胡明星说。

其实，马坞村这百亩“坑田”

并非没有变成“宝地”的可能。胡

明星介绍，马坞村气候宜人，三面

环山，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种植药

材；再加上距有“江南药镇”之称

的磐安县新渥镇仅 15 公里，种植

药材不愁没有销路。

“种植药材，不仅对环境无污

染，还能帮助村民致富。”胡明星

说，如果能够及早完成土地流转，

集中利用起来，或开发，或承包，

这百余亩土地就能产生不少经济

效益。

“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协调

政策处理难题，尽快实现土地

流转；同时，欢迎各地药材种植

大户前来考察、洽谈，让这些抛

荒田变成创收田。”胡明星说，

对抛荒了十多年的土地进行流

转开发，这也是马坞村全体村

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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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记者走进只有 470 多

人的龙山镇岭脚村，乡间小道显

得冷冷清清。

岭脚村村委会主任吕开章指

着一间不起眼的青砖灰瓦建筑

说，这座祠堂建于明朝永乐年间，

称为崇厚堂，是市级保护文物。

吕开章说，因荒废多年，崇厚

堂已经成了危房，但由于村集体

经济薄弱，村民无力修缮。

“你看，这里都漏水了，里面

的木结构横梁也开始腐朽了。遇

到大风天气，村民都担心它会塌

下来。”住在里面的 80 岁老人方

梅仙从里面走出来，指着已经长

着青苔的地面说，她 18 岁就住在

这里，看着村里的文物一天天衰

败，觉得很可惜。

吕开章告诉记者，2011 年，

村里花了 1 万多元换了三根大

梁，并对已经向外倾斜的两堵墙

进行翻修。不过，岭脚村集体经

济薄弱，只能进行小修，希望得到

有关部门的支持。

岭脚村明代祠堂年久失修
村民希望有关部门修缮崇厚堂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一年

中最热的三伏天已开始。据说今

年的三伏天有点长，要 40 天。”刚

走进西溪镇上卢村，村委会主任

卢金超就开始诉苦。他说，根据

往年的经验，夏天只要连续高温

日超过 20 天，村里的自来水就会

告急，甚至缺水。

上卢村位于西溪镇东部柏岩

坑的最里面，全村有 320 多户。

全村人饮用的水都来自后山的岩

后坑水库。由于水库使用年限较

久，坝体已出现裂缝，漏水情况严

重，一到夏天，就容易缺水。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

固水库。经村里讨论决定，在原

有的基础上对水库进行维修。

“不过，工程还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启动。”卢金超说，当初决定

加固水库后，水务局曾两次到村

里查看，但由于通往水库的路太

窄，挖机无法到达，光靠人工无法

操作，摆在眼前的是，想要改建水

库必须先把路拓宽。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村两委

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准备对 1500

米长的山路拓宽，扩建成4.5米宽

的路。

卢金超说，目前村干部正在

做沿线村民的思想工作。

盼改善办公条件

吕南宅一村：村委会没办公室
14日，记者走进龙山镇吕南宅一

村时，该村党支部书记吕振东正在为

第二天的党员学习会发愁：“40 多人

参加，恐怕只能坐在操场上学习了。”

“受限于集体经济，村里至今没

有专门的办公楼。但凡有活动，都是

借用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吕振东

说，老年活动中心的房间也只能容纳

20 来人，遇到三四十人的会议，只能

拿着凳子坐在门口了。

吕振东说，希望村里能建一座办

公楼，方便群众办事和学习。

新屋村：办公楼只有凳子
站在龙山镇新屋村村口向东眺

望，便可看到东阳的房子。

位于村中的祠堂，一部分被租出

去当厂房，一部分用于村委会办公。

其中厂房占 90%，办公室只有二楼

两间各49平方米的小房间。

记者发现，这两间房间内没有桌

子，只有依次排开的20多条凳子。

联村干部朱正通告诉记者：“这

就是村里开会的地方，村里实在没钱

买桌子，大家只能将就着用。”

盼通车

上蒋村：盼在家门口坐车
“想去城里，往往要走一个多小

时的路到棠溪才能坐上车。”西溪镇

上蒋村村民潘春梅说，能在家门口坐

车，是上蒋村男女老少迫切盼望解决

的问题。

上蒋村有 170 多户 400 多人。

去上蒋村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段宽不

足 2 米的沿溪小路，总长 100 多米，

客车进出不方便。这成为了阻碍该

村通车的主要原因。因此，村民只能

步行到棠溪村乘车。

对此，村两委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解决。

上马村：盼通城区直达车
“我们村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了西

瓜，现在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由于

没有直达车，要想将西瓜运到外地出

售，得转车分趟，确实不便。”西溪镇

上马村村委会主任陈文祺说，眼下，

村民最盼望的就是进城有直达车。

上马村种有 4000 亩竹林、800

亩高山西瓜、400 多亩玉米和大豆，

还有大片的生姜、高山蔬菜及各种中

药材。许多村民靠农业为生，每天都

要将水果、蔬菜等运到外地出售。

可由于没有直达车，村民都得

先坐车到棠溪，再转车去城区。“平

时转下车倒也没事，但是许多村民

都是挑着担带着箩筐，装着各种蔬

菜瓜果，上下车不方便。”陈文祺希

望有关部门能帮村民解决“城区直

达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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