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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人们需要翻山越岭，才

能到达舟山镇陈山头村。如今，

驱车可直抵村庄，村口一幢 5 层

高楼屹立山中，与自然风光融为

一体。

海拨600米高山村
自然风景秀美

陈山头村由陈山头、上王寮、

大弯和苏家 4 个自然村组成，共同

坐落在大山间，由一条崎岖山路相

连。多年前，该村计划下山脱贫，

但因故土难离遂首个实施“立改

套”工程。

“留守村里，有多重考虑，为了

这事大家经过几番思考和论证。”

陈山头村党支部书记陈向阳道出

村民的心声，一来故土难离，二来

风景秀美，空气新鲜，是难得的“宝

地”。

在陈向阳与村委会主任陈金

波的陪同下，记者一行穿行于狭

窄而又古老的村道石阶上。

“看，这棵是三角枫，凸起的这

半圈树瘤据老辈人说是因子弹穿

过后而长出来的。这棵是豹皮樟，

因经历枪林弹雨树干都烂空了，所

幸的是新长出的树枝依然茂盛。

这两棵树是我们村的‘红色树’呢，

见证了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

代。”一棵棵姿态各异的古树，让

村干部如数家珍。

站在村头山岗上极目远眺，

对面山连着山，仿佛一块块绿色盾

牌。人们都说陈山头群峰似盾风

光好，半山腰还有一帘炼水瀑、一

池炼水潭，一年到头吸引了不少城

里游客来此“天然氧吧”爬山休闲，

一览胜景。

实施“立改套”
让陈山头喜尝甜头

从 2011 年开始，村两委提出

“立改套”的村庄整治方案，分散的

几个自然村向中心村集聚，把更多

土地还给大自然。目前，陈山头

村已有100多人走出小山村，或经

商或务工，迁居到城里生活。留守

村里的多半是老人。居住的老房

子经不起风吹雨打，且屋内阴暗潮

湿，有的仍然是人和畜禽“同居”，

大家都盼望着居住条件能改善。

“实施‘立改套’，他们将住进

和城里人一样的套房，拥有和城里

人一样的绿化等配套设施。那时，

陈山头将会腾出更多的地方，来满

足整个区域的生态建设需要。”陈

响阳估算，实施“立改套”，能让村

里复垦 40 亩土地，能向相关部门

争取更大的支持。据悉，该村套房

安置根据村民实际人口情况，分别

为 60、90、120 平方米几种面积。

目前，该村共投入 300 来万元，4

个自然村65%的危旧房已拆除，村

综合楼已快结顶，另外几幢房子即

将动工。

“‘立改套’不仅能解决村民的

住房问题，还能产生生态和经济效

益。改造之后，按照规划拆除老

房，重新整治环境，进行绿化、硬

化、美化，通过生活污水管网建设，

还能有效解决农村污染问题。”陈

响阳美滋滋地说。

600米高山村“立改套”谋发展
陈山头村新农村建设有看头

陈山头村急盼
通村公路完善

“别的村都有水泥路了，就我们

村的交通问题还没能彻底解决。”陈

山头村民陈岩顺说。

目前，陈山头村通往村外的只有

一条从铜山方向的机耕路，山高路陡，

也不符合规范，要是两车交会，还得考

量一番驾驶员的车技。没有车的就只

能翻山越岭靠双脚了。“买点生活用品

还得走个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在

方山口村坐上公交车，到10里外的大

路任村赶集。”村民陈阿婆说。

据悉，为了发展原生态森林旅游，

做好森林消防，前几年市林业部门与

陈山头村结对时，开辟了部分防火

道。从方丘到陈山头方向共4.758公

里，目前已做通了4公里，还剩下一段

未做。通往方岩镇高峰、金竹降方向

也有百来米未打通。“如果这两条红色

旅游线路能打通，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光运费就能节省好几百万元，更不用

说方便村民走出大山了。”村支书陈向

阳、村委会主任陈金波都迫切地希望

能打通通往陈山头的交通要道，克服

发展瓶颈，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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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采访我的文章在《永康日

报》上刊登后，每一年我人工压榨

的野山茶油全都脱销，这一晃十年

啦，真太谢谢你们了！”

记者一来到陈山头村，76 岁

的陈岩秋与妻子丁兰书就迎了出

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陈岩秋拿

出了一本珍藏了十年的笔记本，翻

开其中一页，上面记着当年采访过

他的记者姓名和手机号码。

2005 年，本报记者采访了陈

山头村的能人陈岩秋，写出了《你

好，陈山头》《心灵手巧，无师自通，

堪称山村奇才》等稿子，陈岩秋做

篾扎扫帚，碾米榨油做豆腐，样样

都能露一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当时，交通不便，记者采访

完下山时已是傍晚，回城里的班车

都没了，通信也无法联系。后来搭

上一辆拖拉机，带记者到芝英，才

想办法回到家中。

那年，记者采访的稿子在本报

刊登后，读者们纷纷致电，想去买

陈岩秋自行压榨的野生山茶油。

一晃十年过去了，陈岩秋自行压榨

的野生山茶油年年脱销。只要开

始榨油，陈岩秋就会给老客户打电

话，预约好“接头”时间。

象征甜蜜爱情的
树桩搓衣板如今还在

一到陈山头村，记者就开始寻

找那块记忆中象征甜蜜爱情的树

桩搓衣板。记者惊喜地发现，通体

黝黑的树桩搓衣板还在，搓衣板的

主人、74 岁的丁兰书身体依然硬

朗，正坐在门前洗衣服。

十年前，记者进村采访时就发

现了这块如铁疙瘩般奇特的以树

桩制作的搓衣板。如今，木桩的颜

色似乎更暗了，有如黑沉木。多年

前，本报记者进山采写了《山里男

人的浪漫越搓越实在》的报道，讲

述了这块树桩搓衣板的故事，讲了

陈岩秋与丁兰书夫妇真真切切的

爱情。30 年前，丁兰书的丈夫陈

岩秋为了妻子不走远路洗衣服，把

厚重的树桩抬回家，一连好几天，

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树桩上，硬是为

妻子制成了刚好适合她坐着搓衣

高度的搓衣板。此外，陈岩秋还想

办法从山上引来“自流水”，方便妻

子洗涤。

山坞村的桃子
声名远播

傍晚的舟山镇山坞村，静谧安详,

山清水秀，处处弥漫着淡淡的果香。

该村列入杨溪水库水源保护区

后，虽然基本断了村民发展工业经济

的财路，却为他们开启了另一扇致富

之门。据悉，该村村民大多以发展农

业为主，特别是水果种植量很大。

在这里，村民会跟你说，我们村

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无论哪个季节

都能吃上土生土长的绿色水果。单

单就是桃子，从 5 月的早桃到 8 月的

晚桃，山坞村的桃子能从初夏一直吃

到仲夏。吃完桃子，方山柿就挂上枝

头，一直持续到12月初。

早就听闻山坞村有千亩方山柿，

却不知还有成片的桃林。原来，在山

坞村，桃子的种植面积也不少，挨家

挨户加起来有 400 来亩。多年的种

植经验让该村不少农民都成了“水果

专家”，从开花到结果，村民们几乎都

很清楚该怎么管理水果。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正如

方山柿的名气一样，山坞村的桃子又

多又甜，以至声名远播。“墙内开花墙

外香”，每年一到桃子成熟期，来自

福建、温州等地的水果批发商就会开

着大卡车来到山坞村上门采购。

本报报道让村民山茶油十年畅销

本报“边界行”第五采访组记者
应起印 陈爱姝 程娉婷 朱彦侃 程卡 陈慧 施美园 翁俏 王伟建
见习记者 康华 陈凯璐

“边界行”系列报道（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