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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仁老村村口

清官事迹传后世，山中藏有温泉，一村建有四个水库

尚仁是个宜居宜游宜养的好地方
“上有方岩，下有柏山”，这是我市乡间流传的一句民谚。尚仁村是我市柏山

文化的发源地。该村地处花街镇西部，周边群山环抱，低山绵延，现有1300多人
口，1600 多亩耕地，6500 亩山林。该村人均一亩多良田，在我市农村极为少
见，有村歌为证：“种不完的田，烧不完的柴，晒不完的岩塔，种不完的地塔。”

尚仁村还有水仙洞、下路坑、柳塘坑和西塘等“四个水库”点缀山中，每个水
库的蓄水量都在 10 万方以上，可使良田旱涝保收，真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最近该村正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规划建设一个3A级风景区，本报“发
现”栏目记者忍不住先睹为快。

看点一：为官清正的天津通判

说起柏山文化，潘国诏是绕不开的话题。潘国

诏字载驺号留云，清嘉庆五年（1800）拔贡，历任直隶

任丘、获鹿、庆云、宜化、南皮、交河等县知县，沧州知

州兼天津通判。因国诏为官清正，深得百姓拥戴，多

次得到朝庭嘉奖。清朝峵川潘氏宗谱《天津通判传

略》，记录了潘国诏一生表里如一、上下如一、始终如

一，被百姓誉为“潘青天”。

今年 75 岁的潘振法家就住在敬业堂旁，他告诉

记者，潘国诏故居敬业堂已列入我市文保单位，目前

正准备重修。其实潘国诏故居并不是潘国诏本人建

造的。潘国诏是位清官，据说告老还乡时，除书籍、

笔砚和简单行李外，别无他物。回家后不用婢仆，只

是一子一孙随侍左右。幸好潘国诏的爷爷潘景韶早

年因腿受伤，弃武从商，在杭州开有米行，家境殷实，

在老家盖了气势恢宏、精致典雅的敬业堂，购置了山

林和土地传给了他。

潘国诏百年后，乡亲们觉得潘国诏是一位清正廉

洁的好官，是一位终生付诸于“三个一”的践行者，他

的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

弘扬和光大，便称他为柏山大帝，盖了柏山殿纪念他。

看点二：柏山上的柏山殿

潘振法介绍，柏山殿最早并不在柏山。柏山以

前称之为火炉山。柏山殿原修建在西城街道的牟店

三岭头处（即如今的永武路口），取名为柏山殿。相

传，有一天，一位尚仁村民娶亲经过牟店时天气已

晚，手上提着的照明灯笼内蜡烛已燃烧完，为能赶夜

路回家，便来到柏山殿内向供奉的柏山大帝供烛火，

并许愿为他迁回故居处重塑金身。村民借着烛火安

全回到了家，并信守承诺将柏山殿移至尚仁村的火

炉山，即如今的柏山殿，并将火炉山改名为柏山。

柏山其实并不高。从尚仁村开车 5 分钟内便可

到达山脚，如果步行大约需要30分钟。山道两旁，林

木葱茏，空气清新。喜欢爬山的市民可以从游步道

拾阶而上，山不高，海拔 195 米左右，爬起来不费劲。

进殿入口，有一天门，竟与方岩天门有几分相似的险

峻。山顶有 30 余亩平地，遍长木荷、松树等杂木，柏

树倒寥寥无几。尤值一提的是，这山顶上居然有一

清泉，长流不息。柏山主殿供奉潘国诏塑像，上书

“柏山大帝”，周边伴有罗汉殿、天王殿和观音阁。站

在山顶，眺望四周，花街、城西及东北边的群山尽收

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柏山殿迁移到尚仁，至今约有 140 多年。此殿

在文革中曾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当地百姓自发

筹资重修。如今柏山殿又在重新建设中，每到天气

晴好的节假日，山上不时可见前去爬山祭拜的市民。

有山有水，交通便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令尚

仁村村三委有了建设美好家乡的想法。尚仁村党支

部书记潘伟星介绍，2016 年 5 月，该村提出了以“创

建美丽乡村的手法”，通过“乡村旅游休闲”手段，以

“仁”为源文化，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

3A级风景区。

建成后的景区将有六大看点：一是以潘国诏故

居为核心，保护开发村中的古民居群；二是村口公

园，公园内有观光荷花池。公园以东的水田种植水

生植物，内设文化长廊，形成观光带。三是以柏山殿

为核心建设健身运动观光区；四是“温泉山庄”。那

里的温泉是以前开采莹石时发现的，有地质勘探资

料为据；五是观光采摘园，现在有葡萄园 50 多亩；六

是以西塘水库为依托，建设水上游乐场所。

据了解，目前尚仁村的村口公园建设已进入尾

声。公园以“人家”来进行构思，以中式“窗”为整个

设计元素组成各种趣味的空间，其中内部空间以尚

仁村的“仁”“义”“礼”“智”“信”进行文化的奠基；内

部散布一些尚仁村特有的小品作为景观点缀。“窗”

将整个尚仁村归结为一个整体的人家，入口牌坊为

进入“人家”的一个入口大门，村口公园即是可以观

赏美景的窗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有浓郁永

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景区，定能为“先锋花街、活

力花街、精致花街、和谐花街”建设锦上添花。

■相关链接

知州和通判是什么官？
知州的知是管理的意思，通常一个知州管几个

知县，知县相当于县长。知州是从五品官员。

“通判”一职，始于宋，止于清，是地方行政官员

的一种。在清朝通判也称为“分府”，管辖地为厅，此

官职配置于地方建制的府或州，功能为辅助知府政

务，分掌粮、盐等，品级为正六品。通判多半设立在

边陲的地方，以弥补知府管辖不足之处。辛亥革命

后，清朝灭亡，该官职被废除。

看点三：3A级景区正在建设中

在建的“温泉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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