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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珏 何峰
通讯员 郑拓

上周六，鄞州区第五届古道文
化节在横溪镇松石岭门户区拉开帷
幕。四方游客在设施完善、配套齐
全的古道寻幽觅古，登高望远，一
览横溪灵秀的自然风光，感受浓郁
的人文历史。

在舞龙仪仗队的引领下，参加
活动的游客从松石岭古道入口出
发，锣鼓喧天、龙腾飞舞，给古
道增添了不少人气和活力。当主
办方邀请的 3位百岁老人出现在古

道时，引来游客的一片惊呼和热烈
掌声。

当天恰逢重阳节，我国古代就
有重阳登高祈福的传统，主办方还
别出心裁为广大“驴友”准备了
茱萸香包，大家一路佩戴香包，
行至祈福签名板写下祝福，许下
美好愿望。笔者看到，古道文化
节期间，主办方对亭溪岭、松石
岭等古道进行了装饰，设置了祈
福平台，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去
体验一番。

今年的古道文化节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子活动，除了老少皆宜的

“重阳登高”爬古道，还有满足你
味蕾的“横溪美味”评选，同时还
有民宿体验活动，接下来的一个
月，市民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道“文
化大餐”。

“横溪境内有大大小小 48条古
道，如果游客每星期爬一条，要将
近一年的时间。每年有超过 50 万
人次的游客行走在横溪独具魅力的
古道上，我们要通过创建乡村全域
旅游示范区，让这些游客慢下来、
住下来。”横溪镇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

横溪镇素有古道之乡的美誉，

亭溪岭、松石岭、云雾岭、五峰
岭......在横溪的山野村落，古道连
接着秀美的青山绿水，串起镇域内
金鹅湖、酒埕岩、朱金漆木雕艺术
馆、樱桃杨梅水果采摘基地等景
点，形成一条条精品旅游线，带动
全域旅游建设。

去年年初以来，横溪镇加速推
进亭溪岭、松石岭及朱金漆木雕博
物馆等区块导览图、标识牌更新；
新 建 3A 级 木 屋 生 态 旅 游 厕 所 1
座、普通旅游厕所 2座；改建亭溪
岭古道出口栈道、观景平台，新建
农副产品交易木屋……一系列措施
使得古道品质得以提升，擦亮了这
一张文化名片。

除古道文化节外，非遗文化
节、灵秀横溪艺术节、茶文化节、
酒文化节、樱桃节、杨梅节等节庆
活动，更是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观光
客参与农事休闲体验活动。“登古
道、观舞龙；看风车、赏非遗；饮
酒品茗、尝农产品、体验民俗文
化”已成为横溪这个风情小镇最具
特色的标签。

今年4月成为2017宁波市乡村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后，横溪
镇全力推进以“登山健身、农事体

验、文化纯享”为核心的“古道之
乡，慢游小镇”建设，打造宁波未
来乡村休闲新高地。

爬过秀丽大梅山，看过最美风
车公路，赏过非遗传承之美，还可
以在这里住下来，在不同风格和档
次的民宿中放松身心，充分享受山
中慢生活。北欧风格的“芫舍”，
森林城堡般的梦幻风貌自面世以来
就惊艳无数游客；坐落在山野之中
的“逐野”，抬头可观山，低眉可
听水；风车公路尽头则有“拓野
山居·酒间堂”，坐在院子里看
黄昏晚霞满天，夜间晚风轻柔，
星 光 满 天 ； 镇 上 的 “ 凌 览 草
屋”，出门是红尘闹市，门内是
世外桃源……

近年来，横溪镇因地制宜，依
托好山好水好风景，加快民宿产业
发展步伐。除了上述已经开业的 4
家民宿，月白风清园、五都山庄也
将在今年年内营业。逐野民宿负责
人表示，横溪是一座有着千年文化
积淀的古镇，横溪的山、水、景让
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我们要将
舒适、自然的民宿情怀融入开发运
营中去，让更多的人领略横溪之
美。”

金风掠景 山珍溢香

横溪古道串起青山绿水

四明好风光
银杏写诗意，霜叶红似花，四明大地上，斑斓秋色铺陈而

至。宁海海头村菊花文化节里寻风雅，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芦
苇丛中看候鸟……正是人间好时节，人们走向乡村田野，纵情
山水间，其乐陶陶然。

美丽乡村品乡韵，农事节庆中寻乡愁，“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正在四明大地上演绎。

上周六，“宁波十佳农事节庆”“宁波十佳美丽乡愁村庄”
两大评选活动举办期间，微信公众号“乡下头”的“粉丝”来
到余姚中村和柿林村、海曙李家坑村等地，探访古村新韵，感
受柿子节火红热烈，寻味乡愁老家。

秋阳暖暖的午后，踩着鹅卵石
铺就的乡间小道穿行于李家坑古
村，只见一幢幢山石垒砌的民居色
彩斑斓，疏朗有致，隐匿于秀美的
山水之中；发丝花白的几位老人倚
墙而坐，似在回忆如烟往事；三三
两两的游客徜徉其间，尽享这个

“中国休闲乡村”的慢时光。
“对李家坑的记忆还停留在几

年前刺激的漂流中，没想到经过修
整的古村已换了模样！”村庄良好的
生态、古朴的韵味和整洁的环境让
乡粉“咩咩兔”赞不绝口，村里香榧
谷、道地小筑等特色民宿更让她满
心欢喜，连连拍照分享至朋友圈。

近些年，在乡村旅游的热潮
中，在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下，李家
坑历经了“改造之旅”，以“不改
变村居原状”为前提，以旧修旧，
整村改建，使村落环境整洁一新。
同时，村里在古村保护和旅游发展
上下足了功夫，建设了村服务中

心、四合院民宿、养生度假区等十
大工程，古村昔日风采重现，成为
城里人向往的乡村旅游胜地。

与李家坑村相距不远的大岚柿
林村里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
正值丹山赤水柿子节举办期间，村
里农家乐人气爆棚，生意像枝头柿
子一样红火。据大岚镇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 10 月，村里 20 多家
农家乐共接待游客 2.4 万多人次，
营业收入 110多万元。柿子节的举
办，让当地农民的腰包逐渐鼓起
来，推动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今年 4月，以柿林村为核心景
区的大岚镇成为2017年宁波市乡村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柿林村的
旅游产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
多的村民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开办农
家乐或投身民宿产业。“沐心·小住”
就是一家正在试营业的民宿，民宿主
人沈兴隆在村里经营农家乐 10 多
年，切身体会到村里旅游人气日益兴
旺，于是，一家人合计将自家一栋老
房子改造成了民宿。老沈告诉记者：

“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回村了，相信
在乡村也可以创造美好生活。”

写着满山吊红文章，借着丹山
赤水美名，那一间间被唤醒的老房
子里，展现着山乡村民生活新模样。

美丽山村展“新颜”

在中村探访，满眼是“小桥
流水人家”的清新画面。群山环
抱之间，晓鹿溪流水淙淙，穿
村而过，历经千年风雨洗礼的
白 云 桥 坐 落 在 雅 致 的 山 水 之
间，展示着深沉而久远的美感。
白云桥一旁的仙圣庙里，宁波最
早有明确记载的古戏台风采依
旧。古祠堂、古庙、古桥、古
树、古宅……一件件古物诉说着
村庄的悠悠过往，承载着传统村
落的根脉和记忆。

沿溪而上，走进村落，一幕
幕都是寻常人家的质朴生活。三
三两两的村妇围坐一起，正忙着
将刚收获的番薯洗净去皮，准备

做粉丝。农家院落中，晾晒着的
番薯粉丝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柴
火堆上的竹匾里，黄灿灿的番薯
枣子透着自然的甜味。

“一颗番薯枣送到嘴里，又软
又糯，混合着阳光味道与浓浓甜
意，回味久久。”看到这样熟悉的
乡村画面，四明山里长大的乡粉

“飞雨点点”回忆起童年时光，
“这种土法烘制的山野土货，是小
时候最惦记的零嘴，如今成了舌
尖上的‘乡愁滋味’。”

烤土豆、番薯粉丝、柿子饼
……一道道乡村美食，撩动着乡
粉的浓浓乡愁。阡陌纵横、农舍
俨然、果蔬飘香……一幅幅田园

画卷，勾起乡粉对乡村
生活的憧憬。“这让人想起
了生养我们的一方水土和
辛勤的父母。”乡粉“青青
印 象 ” 说 ， 从 小 在 村 里 长 大 ，
如今在“水泥丛林”里生活久
了 ， 便 渴 望 到 美 丽 的 乡 村“透
透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个个生态优美、环境洁美、发
展有特色、乡风和谐的美丽村落
如雨后春笋般在四明大地涌现。
尤其是 2016 年以来，我市在全国
率先开展乡村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创
建 ， 成 功 在 象 山 、 宁 海 、 奉
化、江北等地建成乡村全域旅
游示范点，为游客打造体味乡
愁的农家景区。眼下，越来越
多的人在迢迢江水、隐隐青山
间，漫步乡村小道，感怀村居生
活的味道。

古韵田园寻记忆

秋日逢盛典，采柿话桑麻。
在柿子林，乡粉们在村民的指导
下举起特制的工具摘柿子。“女儿
从小在城市长大，没见过柿子树，
趁着这次机会，带她来体验一下摘
柿子的乐趣。”乡粉“蔡蔡”说，体验
农事活动，既能让孩子亲近大自
然，也让大人重温农村劳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田园之美吸引着人们到田野山乡
体验农事劳作，感受一把“晨兴理
荒秽，戴月荷锄归”的乡情野趣。我
市各大农事节庆的举办，已成为承
载乡愁韵味的重要平台。农情之乐
激起生态旅游浪花朵朵，不少乡村
旅游点纷纷因地制宜，在“那抹乡
愁”里添上劳作体验的“料”。

“春天赏花喝茶，夏天戏水纳
凉，秋天看红柿漫天，冬天来这
里参加年俗节，围炉而谈，感受
山乡人家浓浓年味。”网友“山
路”说，最爱来四明山感受四季
风光变化，在不同节气时参加各
种农事节庆活动。

近几年来，宁波乡村旅游借
助农事节庆之力，通过农事体

验、农业观光、农产品采摘等活
动，打响了品牌。四明山红枫樱
花节、余姚与慈溪的杨梅节、宁
海桑洲油菜花节、奉化尚田草莓
节 …… 目 前 ， 全 市 共 有 乡 野 赏
花、田园采摘、农家美食、养生
休闲、康体运动及民俗风情六大
类 70 余项市级农事节庆活动，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

农事节庆载乡愁

“墙头累累柿
子黄，人家秋获争
登场。”当青砖黛
瓦遇见蓝天吊红，
一幅深秋画卷徐徐
展开。周末，带着
孩子行走在古树落
叶之中，穿梭在青
石古巷之间，体验
四明之秋的斑斓。

此时节，四明
山深处的柿林古村
里，漫山遍野火红
的柿子正“红韵”
当头，星星点点分
布在巍峨群山中，
别有秋韵。如果说
丹山赤水是人间的
三清仙境，那么柿
林古村则是炊烟袅袅的世外桃
源。

古色古香的柿林村保存了
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这种采
用丹石干砌而成的石垒老屋，
在历经数百年之后依旧坚固。
民居的装饰风格在浑厚质朴之
余，也尽显巧艺匠心。一条条
曲折幽深的巷弄连接了错落有
致的院落，把古村衬托得古朴
悠然。

这里还有陡峻的丹霞地
貌，律动的飞流急湍。看着孩
子们在溪谷山间嬉戏，似乎更
能体会秋的感觉。天朗气清，
万物平和，就这个周末，我们
把最绚烂的秋景装进眼里！

（乡粉 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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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珏

树叶黄了树叶黄了 柿子红了柿子红了

行走中村行走中村。。（（马子明马子明 何峰何峰 摄摄））

探访李家坑古村探访李家坑古村。。（（袁秋佳袁秋佳 摄摄））

松石岭古道松石岭古道。。（（何峰何峰 王珏王珏 摄摄））

（（马子明马子明 摄摄））

（（史刚史刚 摄摄））

本报记者 王 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