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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山自然村，又名许家山，位于棠岙村西南4公里。这里四面环山，是棠溪的发源地，往西1公里即为班溪。许姓在此

定居最早，但现今已无许姓，村民多数姓江、葛。原有人家 300多户，人口 800多人，但因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国大规模地域

性人口流动，年轻人口涌向城镇，导致这里彻底成为一个“老年村”，只有30余户人家在此居住。

记者 李露
日子刚爬上 5字头，天气就

从阴雨绵绵转变成了阳光暴晒，

一秒入夏。感受着皮肤在阳光下

的灼热，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夏

天。那时候，日光很慢，车、马、邮

件都很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

天。那时候，月光很闲，还有点

懒，在一杯茶里消磨整个黄昏，在

半个梦里看星星满天。

立夏后的一个午后，闲来无

事，约上几个好友，驱车前往萧王

庙许家山寻觅从前的慢时光。车

子缓缓行驶在弯弯绕绕的盘山公

路上，山风中夹杂着青草的香味，

耳边不时传来脆生生的鸟鸣声，

一路苍翠一路风景。

等驶过棠岙，途经袁家岙，沿

着盘山公路前行至尽头，就到了

许家山村口。这里四面环山，竹

山青青，空气清新，仿佛从未被时

光流淌过，至今还保留着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模样。

据《奉化县志》记载，许山自

然村，又名许家山，位于棠岙村西

南4公里。原有人家300多户，人

口 800多人，是一个远近闻名、人

丁兴旺的大村庄。但因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国大规模地域性人

口流动，年轻人口涌向城镇，导致

这里彻底成为一个“老年村”，现

今只有30余户人家在此居住。

还未走进村内，一座古色古

香的廊桥出现在我们眼前。廊桥的

旁边是崇安庙，庙的对面是古韵悠

悠的江氏宗祠，这一切都在说明：这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村落。

据悉，镇福桥曾是村民上下山的聚

散地，如今人去楼空，廊桥繁华不

再，却依旧承担着守护许家山的使

命，守望着仍驻守在这里的村民。

许家山并不大，村内屋舍建筑

大多于溪流两岸依山而建，俯看整

个村庄，布局错落有致。石头建筑

群中，数条卵石路延伸至大山之

中。村民告诉我，这里的古道四通

八达，有通住大雷山上的，也有通往

小溪岙、班溪等村庄的。

据村民介绍，这些古道都以许

家山村为起点，大多保留完整。其

中，小溪岭古道是这一带保存最完

整的一条。它始于一株数百年树龄

的香榧树，途中穿过一片竹海，沿路

溪水潺潺，甚是美丽。漫步于古道，

时而巨崖冲天，时而古木参天，脚下

是厚厚的落叶，边上还有数十米的

深崖，溪瀑一路相伴，鸟鸣不绝于

耳，绝对是个享受自然的旅途。

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并未

前往古道，而是选择了在村内转

悠。如今，许家山大部分石屋已人

去楼空，衰落的景象随处可见，一路

走来碰到的大多是老人。只有他

们还在日子里爬行，保持着传统的

生活方式，依然用牛耕田，依然种着

玉米、马铃薯、南瓜，依然手工制作

番薯粉，依然做着土酒、年糕，依然

坚守着自己的宁静，依旧过着从前

的慢时光。

走过一条巷口，望见不远处的

石凳上，一群老人正在聊天，我们凑

过去歇歇脚，顺便听听他们闲话家

常。一位老人见我坐在他对面，挪

动了下屁股，腾出一块地方让我坐

过去，说这边凉快。我试了一下，还

真是，他那边的石凳真的有点凉丝

丝的。老人告诉我，以这条巷子为

界，下面是下井街，村民大多姓叶，

上面是上井街，村民主要是张、王两

姓。我突觉奇怪，明明是“许家山”，

为何如今村民多数姓江、葛，并无许

姓。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

没有许姓，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情了。

告别老人，我们继续在村内漫

无目的地游走。只见整个村庄布满

羊肠山道，这些山道在高低错落的

屋舍中恰到好处地穿行着，像繁杂

的毛细血管疏通着村庄的每个角

落。每条山道都是沧桑的古道，嵌

满一块块古旧平滑的石阶，镌刻着

世代许家山人的生活履印。鳞次栉

比的房屋看上去坚固整洁，每排房

子的海拔和朝向各不相同，从谷底

到山腰，房子间的落差足有几十米，

这完全是一座立体的村庄。

除了每家屋檐前的道地，村里

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地，村民只要

跨出家门，就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行

进，山村的特点在此表现得淋漓尽

致。虽然如今村内人烟稀少，但是

每排房屋中总有一两户住着人，因

此，似乎村内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居

住，都有烟尘飘飞，都有鸡犬之声相

闻。整个村子，丝毫没有荒凉之意。

坐落在竹山之中，许家山人对

竹子有种特殊的情感。从赫赫有名

的许家小篮，到如今的扫帚、箩筐，竹

制品加工在许家山人生活中有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也是目前村里老年人

的主要生活来源。在这里，60岁到

70岁的老人是“一线劳力”，70岁以

上的是“二线劳力”，80岁和90岁以

上的才是退居的“养老族”。

竹扫帚是许家山的畅销货，经

常供不应求。别看只是小小一把扫

帚，其实做扫帚一点也不简单。首

先需要到山上一根一根捡来扫帚竹

丝，再整理、晾干、去叶。然后经过

火烤、光滑处理等工序，将竹竿做成

扫帚柄。最后才是竹篾捆绑，但这

更讲究手法与捆绑时的用力轻重，

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好在许家山的

村民个个都是篾匠师傅，做起竹扫

帚得心应手。

临走前，望着这个保留着慢时光

的村庄，看着这些额头上爬满皱纹的

老人，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等他们离

开了这个世界，不知道还有谁会住进

这些石屋？眼前的石头村，或许过不

了多久就会成为历史……

一许岁月任清平

善待我们的母亲河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孕育

了灿烂的三晋文化。然而，长期过

度利用和污染曾经让这条山西的母

亲河“有水皆污”，太原市的9条支流

成为黑臭水体，沿河市民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前几年金刚和队员

们只能去南方训练。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明确指

出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

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当地下定决心，要把汾河建成

山水相依、溪水长流、林泉相伴、湖

光山色的三晋幸福河。

“我们加大生态应急补水力度，

实施流域节水行动，进行地下水超

采区综合治理，开展违法排污大整

治……”说起汾河治理，万家寨水务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耳东有

说不完的话，“再也不能让母亲河奄

奄一息了！”

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

“五策并举”，终于唤醒了山西人心

中那条曾经的母亲河。今年2月，汾

河流域国考断面首次全部达到地表

水五类及以上水质。鸟类从最初常

见的四五种增加至 156种。“晋野雨

初足，汾河波亦清”的秀美风光重

现。

金刚和队员们终于能回家乡训

练了。

“我们这个赛道的条件在全国

都是数一数二的！”他说，去年的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皮划艇、赛艇

等水上项目都是在这片水域赛道进

行的。

距上一次考察三年后，总书记

再一次来到山西。这次，总书记从

文化传承的高度点明保护好“山西

的母亲河”的深刻意义——“治理汾

河，不仅关系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也关系太原乃至山西历

史文化传承。”

一条恢复活力的汾河，也将成

为三晋文化的重要传承。太原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邵社教说，在

一、二、三期治理工程结束后，汾河

对防洪排涝、调节气温、增加湿度、

水体净化、恢复生物多样性起到明

显作用。眼下，10公里的四期工程

正在抓紧推进。“我们将落实好总书

记的嘱托，让山西人的母亲河变得

更美，让群众有更多幸福感。”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就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

建别墅问题、加强秦岭生态保护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2018年 7月，由

党中央督办的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

动依法拆除 1100多栋违建别墅，依

法没收 9栋，立案调查多名违法违

纪干部。当时的违建别墅“重灾区”

之一正是鄠邑区。

“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对党忠

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时刻保持攻

坚克难的拼劲和奋勇争先的闯劲。”

鄠邑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

桂肃清代表新任职干部宣读承诺书，

大家立志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违建别墅拆除后，原来依山而

建的连片别墅不见踪影，过去被挖

开的山体也看不到裸露的黄土，成

片的杨树、松树郁郁葱葱，没有别墅

遮挡，一眼就能望到秦岭山脚。针

对乱搭乱建、乱砍乱伐、乱采乱挖、

乱排乱放、乱捕乱猎等的整治工作

也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3月7日复工以来，鄠邑区秦

岭保护和综合执法局按照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抓紧推进边坡治理进度，

坚决做到整治到位不留尾巴、修复

到位不留空白、保护到位不留缝隙。

青山伫立，果园环绕，秦岭山脚

下的鄠邑区白龙沟村一派田园风

光。村里坡地上的 12栋别墅已经

拆除，复耕后的 5亩多地上开出金

灿灿的油菜花。

67岁的村民李树林没事时就

来这片地看看，现在的景象，让他感

到分外舒心。“去年村里给这片地上

了不少肥料，希望这地能早日恢复，

像别的地一样精神起来！”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时的这句话让李树林深有感触。

李树林说，这两年靠着秦岭的

山水，村里人发展果园，做得好的人

家每年每亩地收入能上万元。秦岭

风光、田园景色，还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游玩。水果采摘、乡村旅游，正

在成为白龙沟村致富新路子。

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作为杭州市第一批“复工”的景

区之一，西溪湿地重新开放后，线上

预约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36岁的蒋晨杰是景区的一名

观光电瓶车驾驶员，从小就在这里

长大，亲眼目睹了湿地的衰败和新

生。他回忆说，小时候这里水网密

布，村民们过着以桥为路、以船为

马、以水为田的生活。

西溪湿地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灵

秀之源、文化之基。一段时期以来，

高楼纷纷拔地而起，房地产商最多

时有 60多家。再加上当地居民填

塘建屋、圈地养殖等影响，湿地环境

恶化，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受损，

水质跌至劣五类。

17年前，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

合保护工程，采取了外迁农居、恢复

湿地生态、挖掘历史遗留等一系列

举措，西溪湿地保护区旅游专项规

划也浮出水面。西溪湿地保护区域

内的村民实行撤村建居并全部外迁

安置，涉及人数 13000多人。蒋晨

杰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春夏之交，西溪湿地开

园。15年后，水更清、景更美的西

溪湿地更呈现出一份原汁原味的

“野趣”。

开电瓶车时，蒋晨杰喜欢向游

客介绍自己的家乡。“现在湿地里的

芦苇荡、树木、水塘，和我记忆中小

时候的几乎一样。”他对这一点最满

意，“我的老家已经不是那个又脏又

乱的小村庄，而是西溪湿地的核心

景区了！”

如今的西溪湿地，不仅是芦汀沙

溆、河汊纵横的绿色瑰宝，还成为杭

州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民俗文化和

物产特色商店受到人们青睐，以西溪

湿地为中心的大西溪经济圈、文化圈

和生活圈正在形成，湿地公园正成为

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我们要继续坚持把生态保护

放在第一位，让这片得天独厚的城

市湿地原生态地留存。” 杭州西溪

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委书

记、主任何蕾说，要发挥西溪湿地生

态资源的优势，让更多游客、市民能

够亲近自然，享受生态之美。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
感受那山那水

村舍 老宅 老建筑

镇福桥廊桥 袅袅炊烟

小巷 镇福桥 溪坑

立体民居

3月，重访浙江安吉余村、考察西溪湿地。
4月，走进秦岭深处，察看生态保护情况。
5月，在汾河岸边了解流域综合治理成果。
短短一个半月里，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地方考察，生

态环保主题贯穿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山山水水见证
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厂 房 出 售
1. 尚田厂房 8000m2 占地 7333.7m2 2700 万元

2. 三横厂房 3000m2 占地 6000.3m2 价面谈

3. 西坞厂房 5500m2 占地 6667m2 价面谈

奉化区阳光房产中介所 王经理—18958238898

标准厂房出售
奉化尚田街道 214省道边有标准厂房出售，出

路好，占地面积约 6667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约
7000平方米，有证。联系电话：13605782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