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络上，驴友推荐到壶潭村旅游的最
好季节是金秋十月，可以尽情饱览古树群的
层林尽染之美。不过，春日的壶潭村也毫不
逊色，放眼望去，满目翠绿，鸟语花香。

这里的温度自然要比宁波城区低一点，
但空气格外清新。走在村庄犹如进入了“世
外桃源”，老人们或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或
三三两两不紧不慢聊着家常，一切都慢了下
来，不知不觉治愈了都市打工人的焦虑。

壶潭是奉化江主源明（晦）溪九曲的第二
曲，发源于秀尖山的明溪经过村前，冲出了一

个壶形的水潭，俗称壶潭，据说这就是村名的
由来。壶潭村建村已有800多年，村民以周
姓、王姓居多，最初从嵊州迁居而来。由于地
处偏远，村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据村
干部介绍，目前村里常住人口约170多人，多
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从现在看来，壶潭村确实有点偏远，但在
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壶潭村位于奉化、余
姚、鄞州、嵊州、新昌、上虞等地交界处，旧时
是连接四明山、会稽山、天台山的交通要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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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之源甬江之源壶潭村壶潭村
□记者 贺艳 文/摄

奉化区溪口镇壶
潭村，在驴友圈中名
气不小。这里有通往
栖霞坑村的栖霞坑古
道，是宁波市十大古
道之一；这里被水利
部门认证为“甬江
源”，曾于此取水献
礼北京奥运会；这里
还有历史感十足的古
树群，200多棵古树，
树龄多有两三百年。
壶潭村还是浙东地区
较早的抗日根据地，
为当时的抗日救亡运
动作出了极大贡献。

上周日，一觉醒
来，决定趁着春光明
媚去一趟壶潭村。壶
潭村距宁波市区路程
超过80公里，开车需
要一个多小时，可能
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沿途看看风景听听
歌，竟也不觉得远
了。

壶潭村的另一张金名片便是由200多棵
古树组成的古树群，树龄多有两三百年。从
壶潭革命事迹纪念馆出来，来到村后就近的
古树群，古树的主干通常要两三人才能合抱，
仰头望向天空，才能看得清树究竟有多高。

古树有金钱松、榉树、苦槠树等，最多的
还是香榧树，约百来棵，树龄最高的有500多
年。村里的老人说，“等秋天再来，那个时候
就能吃到香榧了。”因为香榧要结出好的果
实，需要较长的生长周期，在壶潭村，香榧树
被称作“祖上种树、后代享福”，其结出的香榧

果如今已成为村民的“致富果”。
在村民的带领下，继续往村里走，能看到

一条长约1公里多的“大石弄”，每块巨石有小
房子那么大，形成罕见的地质奇观。其中一
块巨石上用红色油漆写着“甬江源”三个字，
据说这由水利部门认定，2008年曾于此取水
献礼北京奥运会。

驴友喜欢壶潭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这里是通往栖霞坑古道的其中一个入
口。从古树群正对面的文化礼堂左边的弄堂
走进去，就能到达古道。这条神秘而浪漫的
古道，刚开始是一段狭窄而平坦的小道，四五
百米之后才进入山区，之后在山间的林间穿
行。

据说唐朝时期，先后有400多位诗人在
这条古道上走过，有的写诗，有的赏景，所以
又被称为“唐诗之路”。当然，秋天是徒步栖
霞坑古道最浪漫的季节，那个时候，金钱松的
针叶开始变黄，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金黄色，
掉落的针叶铺满了山林和道路，走在上面会
发出“沙沙”的声音，驴友们又将这条古道称
为“黄金古道”。嗯，到了秋天，一定要去走走
唐诗之路。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七七事变”后，中共
四明特区委、中共奉西工委、中共嵊新奉中心
县委等入驻壶潭村。这里诞生了宁波市第一
个特区委、第一个奉西交通联络站，是浙东地
区较早的抗日根据地，涌现了朱洪山、周乐
天、周树春、王涨根、周鸿耀、周化兴、周其生、
周志胜等革命烈士。1993年，壶潭村被认定
为革命老区。

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壶潭革命事
迹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壶潭村在历次革命斗
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事迹。“壶潭革命事迹纪
念馆”匾牌的旁边还挂着另一块牌子：浙东新
四军壶潭交通联络站旧址。

据资料记载，1939年10月，中共四明山
区特委副书记周乐天在壶潭建立了党支部，
兼任支部书记。不久，由周树春担任书记并
在壶潭村发展共产党员。他们在村里开展

“抗日、防匪、保家”和“减租减息”的斗争，成
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1940
年11月，为开辟绍属经奉西至宁属地区的交
通线，四明山区特委书记朱洪山在壶潭村设
立了壶潭交通联络站，周树春为负责人，另有
两名交通员。壶潭交通联络站建立后，秘密
接待组织上的往来人员、掩护革命同志、传递
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的秘密信件、发展新同
志入党等，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如今，这里
是宁波一处重要的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此外，壶潭村还有革命烈士纪念亭、革命
烈士纪念碑、三烈士墓等革命历史遗迹。近
年来，该村通过挖掘村中红色旅游资源，讲好
革命老区故事，重点打造红色旅游研学线路、
忆苦思甜红军餐、党史学习教育课程等红色
主题内容，推动红色基因成为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把壶潭村打造成美丽富裕的新农村。

春日古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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