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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城很近的小村，依山傍水，古宅新廊，处处花草

仁村变花园“城里人”回村住
“住在城区不如住在老家，老家不仅环境

好，空气清新、离市区也近。”市民胡浩这样
说，他的老家就在江南街道仁村，离城区约 7
公里，乘坐前往永祥的公交车就能到村口，的
确非常方便。近日，永康日报“发现”栏目的
记者听说仁村这么美，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
逛了逛，发现仁村是个独具魅力的好地方。

车行仁村村口，便能看见一条清晰的小
溪在村前奔流，溪边几名村妇正蹲在河埠头
上忙着洗九头芥，用于腌制咸菜。小溪的岸
边建有一条古香古色的长廊，孩子们在长廊
里奔跑玩耍，长廊顶上挂满了大红灯笼，十分
喜庆。长廊对面是一座座小山，满目翠绿。

我们下车后，正在溪边忙碌的村妇热情
地询问我们找谁，是否需要帮忙？听我们说
想进村游玩时，她们便热情地给我们指路。

发现一：瓦罐坛子当花盆巧用废物

走进仁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美丽的党建广

场。广场的一边有一面鹅卵石修彻的矮墙，墙上镶

嵌着数个石磨、石条。村民告诉我们，石磨是村里人

以前用来磨豆腐的，石条则是以前用来当凳子坐的，

这些家伙现在都用不着了，大家觉得扔了很可惜，就

把它们镶嵌在围墙上，一来可起到装饰的作用，二来

可以怀念过去的时光。

党建广场上还有一样东西特别抢眼，那就是瓦

罐坛子花盆。村民说，这些坛子都是村民们以前用

来酿酒、腌菜的。把坛子一分为二，放入泥土种上花

就变成了两个花盆，若是坛子摔破了，就把剩下坛子

圆口埋在土里，再在坛口里种上花，看上去这些花就

像从坛子里长出来的一样。在广场的一角，还有一

个用坛子堆砌而成的做成的假山喷泉，独具匠心，十

分好看。

仁村的村道上干净整洁，看不到一只闲逛的鸡

或狗，村民房前屋后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村支

书舒兰梭介绍，经历过以前的脏乱差后，大家都很珍

惜和爱护现在的环境。不乱倒污水、不乱扔垃圾已

成为每位村民的自觉行为，如果有外村人随手扔垃

圾，大伙看见了也会主动捡起垃圾扔进垃圾箱，并提

醒他。

舒兰梭说：“当时村三委下定决心整治脏乱差的

环境时，大多数村民都不看好。养了一辈子的鸡、

鸭、鹅和狗突然要圈养起来，不少人满肚子牢骚。村

三委先张贴了整治环境的告示，再一户户上门做工

作，最终大家先答应试试看，结果一周下来，村里的

环境真的变好了，道路变干净了，狗叫声也少了。现

在，全村人都肯定环境整治这件事，并表示要一直坚

持下去。”

85 岁的村民舒业生说起仁村的变化，他直说满

意，在村里住了一辈子，还是现在的环境最舒心。

发现二：四座百年老宅诉说着村庄变迁

“仁村除了环境好，让村民感到自豪的还有香火

间、舒氏祠堂、古民居和新屋这四幢老建筑。”舒兰梭

说，仁村主要住着舒姓和胡姓的村民。根据村里的

宗谱记载，仁村以前叫岑村，雍正乾隆时期改名为仁

村。600年前，舒姓村民是从台州迁居于此。

宗谱还记载，香火间建立于雍正 7 年（1729 年），

占地 3 亩。房屋共有三层，每层都有 3 个房间。第一

层的中间房屋用来供奉香火，左右两间则归于建造

者。第二层用来办学校，以供子孙念书识字，有时也

用来办喜事。乾隆 33 年（1768年）香火间遭遇大火，

整栋建筑毁于一旦。乾隆 38 年（1773年），香火间得

以重建。

“舒氏祠堂原名为永昌益四公特祠堂，占地 2 亩

多，座北朝南。祠堂长为12丈，宽为7.5丈，共有三道

门，即古人所谓的‘三进’。”今年 86 岁的村民舒言顺

告诉我们，舒氏祠堂是 1926 年农历九月廿八末时动

工，至 1927 年农历十二月告竣。在他小的时候，村

里只有5户人家共60余口人舒姓，都居住在老街。

胡姓村民主要居住在新屋和永青坑两处，类似

两个自然村。新屋就是一幢大房子，里面居住的都

是胡姓村民。永青坑位于新屋的旁边，那里住的也

是胡姓村民。据说新屋胡姓村民与永青坑胡姓村民

有亲属关系。

舒兰梭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仁村现有住户

158 户，村民 358 人。其中有 30 余人在城区经商或

工作，他们以前大多住在城区，去年仁村环境整治好

后，他们回家的趟数多了，甚至有的村民每天下班就

回村里居住。

发现三：四季水果飘香杨梅不愁卖

村中还有一个新建的爱心公园。公园的正面写

着一个大大的“礼”字，“礼”字下方则是一段阐述如

何为“礼”的古文，取自《春秋说题辞》。爱心公园虽

是新建，风格却是古风，青瓦白墙，犹如苏州园林一

般，儒雅古朴大气。公园四周老屋的墙上画着各式

墙画，内容有村规与家训、桃园三结义、弃官寻母等

故事。

仁村老街旁还有一口叫“六百塘”的池塘，依山

而修，池水清澈。据说，这口池塘的历史与仁村的历

史一样悠久，仁村建村时就存在了。池塘后的山上

种满了果树，有黄柿、柑桔、梨子、板栗，其中以杨梅

最多。

村里的老人说，每年端午节前后，每家每户都会

迎来客人，村民们以谁家客人多为荣。这些客人有

的是慕名来采摘杨梅的市民，有的是来帮忙采杨梅

的亲朋好友。

为了让仁村的杨梅更有吸引力，村民还先后对

老的杨梅品种进行改良，引进了东魁等优异的杨梅

品种。如此一来，仁村的杨梅越来越有名气，来采

摘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很多村民种的杨梅根本不用

拿到市场上销售，杨梅还长在树上就被客人预定买

了。

□记者 周灵芝 实习生 王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