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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了，闭塞的山村开始悄悄发生着变化。村
里运到山外的毛竹、花木越来越多，从山外来到村
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于是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俞苗英今年60岁，2017年在棠溪村办起了
第一家农家乐，现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吃农
家菜，住农家院，8个房间一到旺季就供不应
求。每年四月份开始，房间就开始吃香了。”俞苗
英说，从上海、杭州来的老客，往往一住就是大半
个月，“夏天这里很凉快，不用开空调，很多城里
人来这里避暑，在古村走走，或者去森林公园呼
吸新鲜空气，很多房间都被提前预订了。”

棠溪公路开通以后，帮扶还在继续。2009
年和2011年，宁波市公路局给棠溪村修建了两
个停车场。从修建棠溪公路到拓宽梨白线，再到
提升甘油线，这几年，该局光在公路上就累计投
入资金3000多万元，为乡村振兴加速助力。

宁波市公路局组织人事处负责人董晓军说，
除了修建公路，他们还帮助棠溪村建设文化礼
堂、老人文化活动中心和农村书屋，赠送科技、文
化、法律等书籍，为村里购买电脑、投影机等设
备，推广实用技术产业等“造血式”帮扶。11年
来，累计有7名农村工作指导员联系棠溪村，就
在本月，第8位农村工作指导员刚刚到岗。路很
长，情很真，帮扶工作还在继续。

如今的棠溪村，每年都红红火火地举办红枫
樱花节、乡村美食节等各种旅游节。今年4月，
棠溪村被定为第十四届中国四明山红枫樱花节
的举行地，国际越野跑挑战赛也在棠溪村鸣枪开
跑，“千年古村、海棠守翠”的棠溪村正焕发新的
生机和活力。随着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台商投资2亿元的鸿禧度假
山庄和引进民间资本投资800万元的高端民宿
正在加紧建设，下半年将对外开放。

唐建新是棠溪村党支部书记，说起千年古村
的变化，他用了“翻天覆地”这四个字。以前，村
民以种植茶叶和毛竹为生，收入微薄。现在，花
木经济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花木营销成为
山区农民致富的一把金钥匙。“11年来，村民收
入增加了10倍左右，现在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超
过2万元，大家越来越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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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红枫销出去了，城里的游客也来了

一条棠溪公路
彻底改变四明山千年古村面貌
改变背后，是市公路局11年来对棠溪村的帮扶

余姚市四明山镇棠溪村是个千年古村，村里的
青虎湾岗海拔979米，是名副其实的高山村。11
年前，该村与宁波市公路管理局结对，一条棠溪公
路彻底改变了古村的面貌，成了高山上的富民路。

上月，棠溪村54位村民联名给浙江省委副
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写了一封信，表达对
市公路局11年来持续结对帮扶的谢意，感谢党
和政府给予乡村发展的支持和关心。

这两天，记者走进高山上的棠溪村，探访11
年结对背后的故事。

“以前，棠溪村的每一条路我都很熟悉，很多
村民家里我都去过。每天走山路，身体好得很。”
时隔9年，宁波市公路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刘振
再次踏上棠溪村的土地时，感慨万千。

2008年，棠溪村和宁波市公路局结对。刘
振是棠溪村第一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当年我从
余姚坐中巴车到四明山森林公园，村里的干部特
意开着摩托车来接我。”他回忆说，那时候进村道
路宽不过三四米，大型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因为要走村入户，一年里有300余天，刘振
都待在村里。修路是棠溪村几代人的梦想，但因
为施工难度大，一拖再拖。对老一辈的棠溪人来
说，最难熬的就是大雪封山的日子，一封就是大
半个月。村民被困在山里，只能靠腌肉和咸菜艰
难度日。刘振在棠溪村走访时，很多老村民拉着
他的手说：“要是家门口这条公路能修好，这辈子
就知足了。”

要致富，先修路。刘振暗暗下定决心，要为
棠溪村办一件实事。

因为山势险峻，海拔最高有900多米，棠溪
公路的施工难度很大。宁波市公路局多次组织
专家攻克技术难关，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施工质
量、安全、政策处理等难题，项目预算从最初的
6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

2011年5月，被称为“四明山最难造的农村
公路”的棠溪公路终于通车了，村里祖祖辈辈走
出大山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棠溪村现在是四明山上的花木种植大
村，花圃面积达2000多亩。村境内的青虎
湾岗海拔979米，是宁波最高峰，山上满目苍
翠。上周四，在古村采访时，记者时不时在
棠溪公路边看到10几米长的大货车。村干
部说，这些车都是外地来村里采购花木的。

棠溪村有“红枫之乡”的美誉，但曾经因
为道路闭塞，严重影响旅游、经济资源开发，
花木和毛竹遭遇运输难。今年54岁的唐训
卓是棠溪村的花木经纪人，干这一行有16年
了，他滔滔不绝地和记者说起这些年村里的
变化，“多亏了这条公路，不然我的花木生意
就做不下去了。”

以前，大车上不到村里，只能停在四明
山镇里，用小车来回接驳运送。“一大车的花
木，小车运送要往返五六趟，不光折腾，而且
费钱。棠溪公路开通以后，大车能上山了，
花木能销售到全国各地了。”唐训卓说，现在
市场上最火的羽毛枫，直径15厘米的能卖出
十几万元的好价格，“以前道路差，每年总要
发生几起翻车事故，村民损失很大。现在好
了，车辆进出方便，从这里到上虞上高速，只
要1个多小时。有的客人索性开车来实地
看，花木生意好做了。”

这几年，有10几个亲戚、朋友跟着唐训
卓做花木生意，基本上一年能赚几十万元。

“村里做得好的，一年能做到两三百万元。”
唐训卓说。

村里的老人也和记者算起经济账，“以
前做花木生意要雇小工，把花木挖出来，再
搬下山，做成100元的生意，基本上只有10
元能进自己的口袋。现在公路通车，大车能
上山了，做成100元的生意，进自己口袋的起
码有70元。”

村民李宏华在棠溪村做花木生意有20
多年了，他最直观的感受是：道路通了，花木
的销路打开了。现在，四明山的红枫销往全
国各地，甚至远销法国巴黎，“以前一年的花
木收入大概只有几千元，现在一年有二三十
万元的收入，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高山上修起富民路
四明山红枫销往全国各地

曾经交通闭塞
大雪封山时，村民靠咸菜度日

旅游节红红火火办起来
村民开办农家乐，旺季一房难求

①②均为千年古村棠溪村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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