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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2018丰台金秋旅游季

暨丰台区旅游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合作地区秋季旅游推介活动在北京

世界公园举办，由丰台旅游委主办的

2018丰台金秋旅游季正式拉开帷

幕。据悉，以“金秋旅游 欢聚丰台”

为主题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1月30
日。活动期间，丰台区旅游委联合13
家旅游景区及商业综合体推出涵盖

观光、赏花、休闲、文化、温泉、美食等

诸多元素的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呈

现出一台秋季旅游的饕餮盛宴。

国庆期间，北京世界公园将推

出以“金秋风情狂欢季”为主题的活

动。灯光歌舞秀活动绚烂夺目，游

客不出北京，便可领略异国风情；金

秋时节，荟萃了中国经典园林精华

的园博园里精彩活动不断，9月 22
日至23日，将迎来2018北京国际铁

人三项赛，国庆期间，中国戏曲文化

周将隆重上演，为广大游客带来无与

伦比的戏曲盛宴；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彩叶节热闹非凡，这里是北京彩叶面

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彩叶林观赏区之

一；千灵山风景区也将举办秋季赏红

叶活动，让游客感受多彩的秋天。

丰台的秋季不仅有美景，还有各

种休闲、养生以及亲子活动。北京南

宫旅游景区推出以“南宫民族温泉养

生节，体验异域风情之旅”为主题的

秋季旅游活动；青龙湖公园里游客可

以环湖观光、徒步健身、采摘蔬果；北

京汽车博物馆既是汽车文化展示的

场所，从现在到十月底，游客可以到

北京汽车博物馆参观“南中轴地区概

念性规划国际方案征集成果展”，感

受丰台的崭新魅力。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

2018北京丰台
金秋旅游季拉开帷幕

记者 康新欣
9月悄然而至，蹉跎间一年已经走过了大

半，从春天走到夏天，恍惚间又望见秋天蹒跚而

来，带着一身自然间最美的色彩。夏末给人的

感觉是凝重而庄严的，无声地等待木叶枯黄。

两个多月燥热的三伏天，让人的心浮躁难

安，纷扰的琐事将生活缠成了一团混乱的毛线

球。想找个地方看一看没有高楼挡住的蓝天与

生机盎然的绿意，在奉城边缘处，就有这样一个

地方：塘湾村。

从城区到塘湾村不过 20分钟的车程，说它

是个地道的农村，却没有寻常村落的山山水水；

说它是个城中村，却又离城区仍有段距离，走进

村子，瞬间就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塘湾村属萧王庙街道，离滕头村不远，沿着

四明路往前开一段距离即可到达。

沿着公路行驶，路过一条不起眼的小道，那

便是塘湾村入口，进去后有几条弯弯绕绕的小

径，小径两边是农田和高大的水杉，稀稀疏疏的

树荫为路过的行人带来一丝凉意。而我却因初

来此地，差点不慎迷路。

小径的边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塘湾

村”三字，我知道我要找的地方到了。它不似普

通村子聚集在同一处，塘湾村有着自己的特色：

10多个小村子分散在各处，最多时达18个自然

村。由于村子分散众多，村里的姓氏也多而不

一，汪、杨、朱、何等是村里的大姓，而 18村的形

成还有着各自的故事。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塘湾村已有 800多年

的历史。在唐朝时，最早的太公从鄞州茅山杨

家来到塘湾一带逃荒求乞。杨氏太公看到塘湾

一带四处是良田，是谋生存的福地，便在杨家定

居了下来。汪家太公来自安徽濠州（今凤阳），

当时安徽兵荒马乱，汪氏太公和乡亲一道四处

逃荒，来到棠云王家村居住。不久后，他们迁到

了塘湾村，在汪家住下了。后来，王家、竺家、何

家、沈家、陈家和傅家太公先后来到塘湾一带居

住落脚，共形成了 18个自然村，其中属金家最

为热闹繁华。

只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有的村人去楼空，

有的村拆了……如今只剩下 11个自然村。而

在有些尚还留存的村里，一眼望去竟也是断壁

残垣、荒草萋萋。

在塘湾，各个自然村靠着一条狭小的水泥

路连接着，从地图上看，仿佛是一座九曲四通

的迷宫，而村子则是一个个站点，处处相通却

并不相近。在众多村子里，汪家是最大的村

子，也保存得最好。村里生活的老人并不少，

如今还有 200余人，他们守着这里的老宅，看

着原来的人来了又走，只随着岁月一起留下一

声叹息。

塘湾村除了小径多而盘曲，水却也不少，

大大小小的水池、河流布满塘湾。汪家村口，

有两片水池，一个叫独立池，另一个叫门前

池。老人说，这两片水池是汪家村的“眼

睛”，虽然是两片死池，却从不干涸，自建村

之时就已经在了，有这两片池子守着，村子一

直风平浪静，以至于上段时间为了治水要将它

们填埋，遭到了村民们极力反对，他们相信是

这双眼在庇佑一方安宁。

在塘湾散步，仿佛置身于山间小道，窄窄的

路间空无一人，偶遇一两位老农扛着锄头似是

刚从田间劳作回来。村里种了许多无患子，初

闻这名字，竟觉有一丝不同的韵味。无患子，大

概是对生活没有忧患的期许，树上的果稀稀落

落地撒了一地，在地上铺了一层绿。

每个自然村之间相距大约 1公里左右，走

在汪家到何家的小径上，一路上总能看到各种

水池，或大或小。何家不似汪家那般热闹，一走

进就能看到数间破败的老房子，另一边是靠着

墙正在纳凉的老人们，看着陌生的年轻面孔，都

不禁有些好奇。“人没了，房子就破了倒了，迟早

是要没的。”边上的老人边看边感慨。何家的宗

祠亦是一间不起眼的老屋，大门紧闭，若非老人

提醒，我甚至不曾留意到。那老旧的木门，恰是

它目睹年代变迁最好的印证。

800多年的历史给塘湾留下了不少古迹建

筑，村民口口相传的“三庙、二寺、一庵”即三座

庙宇：三界庙、杜中丞庙、中丞祖庙；两座寺院：

禅悦寺、自龙寺；一座庵堂：樊家庵。

相传杜中丞庙的杜胜在唐朝时为御史，是

江口杜家人，当朝还有个御史叫贺知章，两人为

好友。因对当时朝廷施政不满双双辞职回家，

两人经常一起相约到塔山钓鱼。杜胜爱民如

子，每年看到咸潮席卷塘湾一带，庄稼减产减

收，严重时颗粒无收，他就痛心不已并决定兴建

一棣大塘，拦住咸潮。于是杜胜出钱带领百姓

从楼家旦到沈家至金家堰墩直到马山，弯弯绕

绕筑起了 2米高的塘城，此后庄稼就不会再受

咸潮侵蚀了。后来当地百姓把这棣大塘称为

“塘湾”，塘湾村名就被这样流传了下来，百姓们

为了纪念杜胜，便修建了杜中丞庙和中丞祖庙

两座庙宇。

塘湾村的河一如村里的路一般，曲折弯绕，

将整个村子串联在了一起。中丞祖庙门前的河

连着滕头村前的外婆溪，两村的人喝着同一片

水，听着同一个故事。沿着石阶下去，还能看到

一条小小的渔船靠在边上。午后时分，三三两

两的村民坐在岸边的树下纳凉谈天，渔船上蹦

跳着刚捕捞上来的小鱼。

中丞祖庙的外面隔着一层厚厚的木围栏，

将里面的房屋和外面的天地分隔成了两个世

界。原本红红的木栏如今已泛了黑，不知历经

了多少风霜雨雪。村民说，围栏是为了保护这

祖庙，只有过年过节时才会开门拜祭。这厚重

的围栏和老宅里，藏着几百年的故事与秘密，而

曾经故事里的人早已随着时间淹没在历史洪流

里。当大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沉重的开门声和

在光线中跳跃的尘埃似是让人窥见了过去的一

二。人们匆匆到来，对着先人祈愿着新一年的

美好寄托，打破寻常的平静之后，又匆匆离去。

关上门，尘埃再次归于平静。

夏末的天气仍然炎热，初秋的塘湾并不会

随着凉意与落叶而多一份萧瑟。果实收了、庄

稼熟了，原本翠绿的树叶开始泛黄，而坐在巷子

里的老人会讲述着秋天的塘湾故事。

秋月不知何处去

不如塘湾小径走一回

塘湾小径

中丞祖庙 枯叶 塘湾小河

田边围栏 河边纳凉 破败的老宅

记者 李露
佛教自印度传入后，经与中华

文化长期融合，逐步趋向中国化，其

重要标志就是弥勒佛造像为五代十

国时的中国僧人布袋和尚所替代。

布袋和尚圆寂后，世人皆认为他是

弥勒佛转世，被奉为大肚弥勒佛。

北宋崇宁三年，岳林寺住持昙振首

先在寺内塑布袋和尚像作弥勒佛像

供奉。此后，汉地佛寺逐渐把印度

天冠弥勒像改为中国布袋弥勒佛

像。于是千余年来，奉化长汀被公

认为弥勒故乡。

长汀，位于县江之西，南连城

区，西为南山路，北面金钟路连接市

经济开发区，面积 2.51平方公里。

唐末五代时，长汀名为妙林十八村，

当时张氏 119世祖张兆基 (长汀人

称万三太公)路过此村，视该村后有

一脉青山、前有九曲秀水、平原沃土

广阔，必是繁衍之地。于是，在南宋

绍兴30年(1160年) 赘奉川妙林十

八村洪村为婿，妻洪氏淑兰，为长汀

之鼻祖。

张兆基入赘洪村后，观察村前

的河道自东向西，从排门村至应家

山有九处弯曲成“弓”字形，故万三

太公为村庄取名“九曲村”。

而后张氏 123世祖张文会，于

宋理宗淳祐10年(1250年)与妙林十

八村张氏妙莲结婚后，几户张家迁

入洪村，两村张姓共住洪村。到明

洪武年间，洪村、张家两家张姓选定

一个村名，以张家布袋和尚自号“长

汀子”为依据，取名“长汀”。

“长汀子”布袋和尚既是长汀村

名的由来，也是长汀义祖。875年，

他被明州长汀太公在洪郎潭收为义

子，后裔认定其为长汀义祖。

其实，长汀除了弥勒文化外，还

有许多其他优势。长汀东临金钟

塔、排门村，南接接官亭(栗里亭)、
横河，西靠河头、应家山，北连柳家

塘下、朱家河。同山一脉自西向东

横穿长汀区域直至西坞茗山，呈现

出长汀小山坡的秀丽风光。奉化三

大江之一县江穿过城区往北蜷曲流

经长汀，河水清澈可见鱼儿游动，沙

滩底下还有螺蛳、虾、蚌类等，给村

民带来了许多乐趣。

此外，长汀区域还有宁波到奉

化必经的两条大动脉：西边有西官

大路，北起响岭峧(岗)南至接官亭，

全用石板铺设，专为官轿从宁波府

到奉化过往。今已建设成南山路，

是车辆来往宁波奉化的道路之一；

东边有官道大路，北起金钟桥，设

有金钟亭，旁有一间官用的叫营屋

间，千里马送文件到这里，再由营屋

间值班的官兵骑千里马过接官亭到县

府，今为奉化外环一线，称为金钟

路。

水陆交通十分便捷的长汀，还是全

国闻名的奉化水蜜桃产地，1996年被授

予水蜜桃之乡专业村，其出产的正宗玉

露水蜜桃以品质优良久享盛誉。

2004年，长汀撤村建社区。这是

史无前例的一项举措，也是一项历经

风雨的大工程。2004年 8月-10月，

开始签订拆建合同。在这期间，联碳

厂、电厂地块作为旧村改造的启动用

房，一期工程共建造了联碳厂三苑

216套商品房，电厂五苑88套商品房；

2005年 6月 18日，为建造弥勒一苑二

期工程，村里把隔水、前秧田的个人旧

房拆去了数十几间；2007年 1月 5日，

社区造好588套商品房分给居民入住；

2007 年，长汀投资开发建造了面积

24000平方米的长汀商茂大厦……

2017年 8月 13日，长汀社区完成

“拔钉清零”，历时 14年的旧村改造宣

告结束！期间，长汀社区房价溢涨，

居民生活条件大幅度提高，98％的居

民入住长汀弥勒一苑、弥勒二苑、弥

勒三苑、弥勒五苑4个住宅区域。

由于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社

区公共设施随之得到极大提升。

1989年，村两委会修缮 3座祠堂作村

民办酒之用，浇筑自南山路长汀村口

到洪郎潭水泥路 1000多米；2012年，

社区修缮世忍堂(下凉亭祠堂)专门为

丧事之用；2016年，经过旧村改造，新

建社区综合楼 3750平方米，其中一楼

西边为老年协会及活动场地，二楼西

边为社区物业及文化活动，三楼为长

汀社区办公室及会议室、综合服务大

厅、宁波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布袋和尚传说传承基地；2017年，

长汀社区新造隔水桥路停车场 1万平

方米，为近千辆私家车解决了停车难

问题……

此外，长汀社区还在原有基础上

扩充长汀腰鼓队30余人。长汀腰鼓队

是奉化第一支腰鼓队，距今已有 65
年。据介绍，1952年，祖籍朱家河，出

生东北的朱月凤小姑娘来到朱家河探

亲。她随身带来了一只腰鼓，一下课

就敲，敲起来有10多个套路，不但在校

学生从未见过，连老师也没见过。朱

月凤向老师建议购腰鼓，并自告奋勇

当教师。在她的启发下，长汀小学去

宁波购买了 10只腰鼓，1副大钹。此

后，在朱月凤的辅导下，长汀小学腰鼓

队正式成立，也是奉化第一支腰鼓队。

接下来，长汀社区将着重建设布

袋和尚现身地洪郎潭和长汀幼儿园

等项目工程……

长汀社区：

弥勒故乡焕发新光彩

小名片：
塘湾村，位于萧王庙街道东部，地处

平原。原先包括朱家、楼家旦、沈家、汪家
等18个自然村，分布于河之沿岸，自汪家
至朱家，水由西至东，折北成直角，水道出
江口街道。目前塘湾仅剩 11 个自然村，
面积 0.7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720 亩，常
住人口600余人，人均年收入1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