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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记者 李斌
棠岙村，古称棠溪。现属奉化

区萧王庙街道，位于大雷山之麓。

有三个自然村相连，东边一水从黄

甘岭而来，临水而居者为东江，西

边一水从马龙坑而来，临水而居者

为西江，两水汇于燕头山脚，合流

向北去，谓之下长溪，临水而居者

为溪下。居民以江姓为主，是奉化

有名的大村，居有千家，民有万余。

一览棠溪，环村皆山，而南屏

独秀，其林壑尤美。四周崇山峻

岭，茂林修竹，郁郁苍苍。民以傍

山建宅，依水而居，有江南古风、

黑瓦青墙、小桥流水、门衢广开、

三街洞达、小巷深出等。其风景如

画，且气候宜人，若此居地，真是

人间仙境。

棠岙处于山林地区，地形变化

较大，村域内水系丰富，东江、西江

交汇于燕头山脚溪下，最终至南向

北流入剡江。棠岙地区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全年雨量充沛，气候温和

湿润、四季分明，十分有利于各类植

物生长。

棠岙江氏先祖早就利用毛竹资

源手工造纸，古时棠岙纸已闻名于

世，如今仍是修复古书画的必用之

纸，现仍有少量作坊生产。在上世

纪 70年代，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棠

岙竹编工艺厂和裘皮动物工艺厂，

闻名于海内外，是当时奉化的主要

外贸产品，远销五大洲。

江氏先祖古时创办龙溪学堂，

重视教育。民国时期，新造棠溪小

学，风格古朴，四合院形式，颇具规

模，当时是县内数一数二的有名校

舍。由于对教育的重视，历代出现

过许多名人，特别在明朝出了四名

进士。

棠岙有许多古迹，有木结构廊

桥、石拱桥。廊桥有上中下三座，为

联芳桥、梦笔桥、文明桥。石拱桥有

世宪桥、迎春桥、象鼻桥等。古建筑

比较有名的有龙溪庙、世宪堂、燕翼

堂、文昌阁、三坑殿、宜晚堂。宜晚

堂是明朝江濬远所建，他官至福建

行省检校官，后退休在家乡建堂，名

曰宜晚，其意为：“山晚而益佳，木晚

而益坚，人亦晚而益智。”明朝的四

库全书，记有几个有名的堂阁，宜晚

堂列于其中。

棠溪江氏宗谱里记有棠溪八

景，其名很有诗意，为阳岩晓日、南

屏晚霞、笔架晴云、松蟠牛首、水会

燕头、鳌洲古木、风麓修竹等。个个

风景如画，被历代文人作诗传诵。

现开发景点有杜岭水库、西江漂流，

弯曲的水道，在山间树林的遮掩下，

时隐时现、变幻无穷、水流碧透，使

人流连忘返。其中，马龙坑的景色

格外引人。

马龙坑海拔 600多米，面积方

圆数里，山水风光旖施，自然景观诱

人，传奇色彩神秘。马龙坑原名马

鹿坑，又称周济潭龙神，据传在大明

嘉靖年间，龙神用竹篮挑水支援出

征军，受皇上赐名为周济龙潭，从此

这里名声鹊起，亦逐渐称为马龙

坑。这里群山叠翠、绵延起伏、山润

潺潺、碧水如境，迄今还处于“峰顶

无人迹，山中竹一片”“早晚云自飞，

只有樵夫见”。这里属大雷山脉，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之美；山涧溪水淙淙，又有绿水

寻趣漫漫之韵味，更有“一望山多

竹，能生夏日凉”意境，给人以清秀、

绚丽、幽雅之感受。这里山势险峻，

沟壑纵横，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神

女应无恙”之势，自然形成各有千秋

的“瀑布群”，一年四季飞漂流涧，让

人爽心悦目，心旷神怡。这里地处

深山区，山中有古庙，可谓“古木无

人径，深山何处香”。

改革开放以来，棠岙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村委会集合了各类

服务设施，位于居民点中间位

置，北面有一所小学，菜市场位于

东江村沿河位置，旁边有一条集中

的小商业街。各自然村均有供办红

白喜事的祠堂。

山岙里的千年古村
——棠岙村小记

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工商局

了解到，云南自 5 月下旬开展旅

游购物场所集中整治，着力解决

商业贿赂等问题。目前共查办涉

旅案件 25件，其中包括 9件商业

贿赂案。

去年以来，云南省旅游市场秩

序整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旅游

购物场所商业贿赂、虚假宣传、强迫

购物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长效

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为此，云南省突出重点地区和

重点事项，每月开展一次督查，督促

各州市落实整治措施、问题清单和

违法线索清单，并对 12315涉旅投

诉数据进行分析，加强案件线索排

查，推动“诉转案”工作。

云南明确，各州市工商局每月

向省工商局报告整治工作推进情况

和问题清单、违法线索等处理情况，

省工商局建立查处案件台账、督查

问题清单台账、违法线索调查处理

台账和诚信经营承诺企业台账，及

时跟进各地工作落实情况。

此外，云南省工商局每月对各

州市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督查发

现推进不力、问题清单不认真整改，

线上违法线索、投诉问题线索不认

真调查处理的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通报相关州市人民政府。

截至目前，云南省共检查购物

企业等涉旅市场主体 7006户次，检

查涉旅网站、网店 1688个，排查旅

游投诉涉嫌违法问题线索 73条；查

办涉旅案件 25件，罚没金额 617万
元，其中包括 9件商业贿赂案，罚没

金额593万元。

据《中国旅游报》

云南整治旅游购物中的商业贿赂

记者 康新欣
七月是孩子们的狂欢季，

也是各种昆虫的狂欢季。知了

在窗外的树上一刻不停地叫着

叫着，叫得人更加心烦焦躁。

屋内的老吊扇慢悠悠地转，桌

上是流着汁水的西瓜，通红碧

绿，是夏天到了。

入伏后，人不自觉地变得懒

洋洋，连出门游玩的兴致也少了

大半，如果非要去什么地方散心

走走，那应该也是凉快的避暑地

吧！奉化的农村，大多四面环山，

山脚流着溪水，虽然比城区清凉，

但仍然少了点避暑的意味。如果

有海就好了，夏天就是应该和水

待在一起啊！

在离城区 20公里处有一个

村子，它坐落在东海之畔，一边是

常年青葱翠绿的丘陵，一边是一

望无垠的碧海蓝天，青山的温柔

和大海的浪漫它都有，还有一个

充满诗意的名字：栖凤。

从城区出发，沿着金海路驱

车，约半小时就可抵达栖凤村。

一路行驶过来，路上除了飞驰的

车子，并无什么人影踪迹，车窗

外的酷暑与灼热的风让人并不

舒服。

据栖凤村史资料记载，栖凤

村始建于南宋理宗皇帝之时，始

祖沈千一在嘉熙皇帝三年考取

进士，其子万三五为抗击元兵南

下来此，随后来到象山港。万三

五在和师爷察看地形时，发现这

里突出海面的山像狮子，后面的

高山像真武大帝，脚踏乌龟山和

蛇舌畈。

乌龟山外的脚下有棵高大的梧

桐树，百鸟朝拥，还停着一只长尾巴

的凤凰，北面的山延伸到海边，是一

道天然屏障，保护一方平安，因此万

三五决定在此定居。当时还未有村

名，因地貌看起来如凤栖梧桐般，故

名栖凤村，外面的山就叫做凤山，这

便是栖凤村名的由来。

在栖凤生活着一群勤劳朴实的

渔民，他们世代以捕鱼为生。5月
开始，东海进入休渔期，渔民返回村

里休息，但也并没有闲着，修整、晒

网、检查渔船等，要做的事情不少。

在村子外围的小巷里，堆着许多绿

色的渔网，不时能看到村民在路边

翻整着新网，待到 9月开渔后再次

出海。村里一大半的人以捕鱼为

业，每次出海，至少要在海上待两三

个月，所以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在休渔期，村里人来人往十分热

闹，休渔期结束，大半村民出海，村

里则一下子宁静了下来，只剩老人

妇女和小孩。

沿着村外的一条路往前直走，

可以走到象山港畔，几艘渔船安静

地停靠在岸边，海边的一条小路延

伸到远处，站在海边，虽然头顶依然

灼热，但是迎面吹来的海风把人吹

得头发凌乱，却格外凉爽，整颗心跟

着这大海一起变得广阔、宁静。

两年前，在海边建起了一个休

闲旅游文化区：翡翠湾，翡翠的珍贵

就如象山港和东海对栖凤村民的重

要性一般。周末和节假日，许多慕

名而来的游客从这里出海，吃海鲜

度假，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水上乐园，

更是孩子们夏季的狂欢圣地。

翡翠湾的前面，有一处海面，周

围是方方正正的陆地和房屋。海中

有一块黄色的巨型礁石，因其外形，

村民叫它黄礁面。相传，这块礁石

千百年来在海水浸泡中永不变色，

始终保持黄色。这是因为礁石下有

一只青蟹精，无论海水多大，礁石始

终有一小块浮出水面，不会淹没，因

为青蟹能把礁石顶起来。如此，村

子也不会遭海水淹没，一直以来风

平浪静。

栖凤村的面积并不小，村里有

很多弯弯绕绕的小巷子，初来此

地，走多了容易迷路。下午 3点的

天是最灼热难耐的，但是在栖凤村

菜场边上的小径里，却能看到很多

农民在这里摆着摊，销售水果或蔬

菜。有人不停歇地劳作，大汗淋漓

搬运着东西；有人拿着蒲扇，和邻

边的其他小贩唠着家常。走过这

里，所见所感尽是热腾腾的市井和

生活气息。

菜场边上有一处安静的院子，

是当地的祖庙，里面供奉着村民的

先人，很多人说，就是因为祖宗的庇

佑，所以这里的菜场才一直生意兴

隆。为了让子孙守护栖凤这块宝

地，先祖还留下一块“海疆永奠”的

牌匾，如今正挂在这祖庙内，以提醒

世世代代的后人勤劳奉献。

院子外有两扇紧闭的铁门，上

面写着大大的“风调雨顺”四个字，

一如栖凤村民现在的生活。这两扇

铁门，将里面沉寂的历史岁月和外

面的喧嚣相隔成了两个世界。

栖凤村背靠东谷山，但东谷山

不高，往上走一小段路，能看到一

座东谷庵，外面的凉亭走廊与水池

相互交融映衬，池边的柳树倒映在

水中，柳叶随着微风轻轻飘动。独

自坐在凉亭里，看着水波粼粼，碧

绿的青山下是碧绿的水和树，无一

人打扰，仿佛一处别有洞天的世外

桃源。

在栖凤村北面，有一座高梧山，

是本村名山，在深山里有一龙潭，叫

做龙潭坪。那里风景秀丽、树木成

林、百鸟高歌，进入高梧山，仿佛进

入仙境般。据传，在很早时，潭中有

一条巨龙，潭边有一块石刻，上面写

着“梧山龙潭”。如果村里久不下

雨，只要去祭拜一下，乌云马上来临

下起大雨，很是灵验。栖凤村水源

就来自高梧山龙潭，久旱不断。这

梧山龙潭也就成栖凤村的古迹，滋

养着一方村民。

在栖凤，若喜欢大海，你可以去

象山港和翡翠湾；若钟意林间山色，

你可以去东谷山和高梧山。不论是

哪一种，栖凤都能满足，只要你喜

欢，只要你来这凤栖梧桐处。

一道残阳铺水中一道残阳铺水中

凤栖梧桐 人居海畔

夏天，一起去栖凤看海

小名片：
栖凤村，位于莼湖镇南部，

桐照西 2 公里处，地处东海明
珠象山港畔，有着漫长的海岸
线 和 2200 多 年 海 洋 文 化 历
史。全村面积约 3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近6000人，人均年收
入约40000元。村里拥有林地
8800亩，果园500亩，各类渔船
300余艘，已形成水产养殖、捕
捞、加工、旅游等于一体的现代
渔业体系，是浙江最大的渔村
之一。

晒着的渔网 祖庙里的牌匾 东谷庵一角

祖庙 翡翠湾前的海沿海小路

樊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