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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红景点，必打卡
如果用一种颜色形容村头的春天，

那一定是黄色。独具特色的木兰畈，是浙
西有名的油菜花基地， 油菜花面积达
4000 余亩。 登上孔山观景台，金黄色花
海美景尽收眼底，蔚为壮丽。

从孔山村出发， 经上边山村到上村
头村、前村头村再沿青山古道到青山村，
你不但可以欣赏到平地难得一见的梯田
花海， 还能观赏到云雾油菜如诗如画的
人间仙境。在花开的季节，层层叠叠的油
菜花梯田蜿蜒于山岭之间， 形成别具一
格的乡村田园春色。

青山村位于海拔 400 多米的半山
腰，境内山峦叠嶂，郁郁葱葱，是天然的
高山氧吧。 独特的地理优势使青山四季
瓜果飘香， 四时风景宜人， 春天可来赏
花、采蜜，夏天可来避暑、采摘枇杷和高
山蔬菜，秋天可来登高、参与户外运动，
冬天可来赏雪、体验独特民俗。

大黄山村的秋景浓郁，叶落成诗，高
山+茶园+古村落是它的特色。 穿过大黄
山茶叶博览园的气派门楼， 就跌入了秋
天的童话世界。 当然， 最让人津津乐道
的，还是大黄山自然村的“两茶”。

除了自然景色， 古村落也是村头的
一大亮点。 在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
村头扛爬岭， 传统民居集中连片保存完
整。 传统民居的建筑材料是就地取材的
黄粘土和半风化的黄粉石。 黄泥土和黄
粉石均为黄色，在夕阳下，远看一排古建
筑就像一排金色房屋镶嵌在绿色山巅之
上，颇为壮观。

古旧祠堂中的村头史
村头镇历史悠久， 设治之初为龙山

乡一部分，元时称七都，也是开化县原五
大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之一。文化底蕴深
厚，有敦睦堂、敦怡堂、长者祠等诸多古
旧祠堂，孕育了余玠、余仁和、赵忭等历
史文化名人。

村头镇的小溪边村是著名民族英雄
余玠故里，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都会在这
里举办余玠文化节。 村里有两个祠堂，一
个是敦怡堂，是县级文保单位，余玠将军
雕像就摆在祠堂上方，四周墙上的展板细
诉着余玠的生平事迹和村庄变迁史。另一
个是敦睦堂，精美非凡的建筑是明代建造
物，距今 600余年，人工巧匠的雕刻技术
精湛，栩栩如生。在清晨或黄昏时分，最能
体会那份岁月流逝的沧桑。2011 年，敦睦
堂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石
碑上依稀可见余玠家族史的变迁。

村头镇士谷村“添丁日”历史悠久，
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连年战乱，方氏
家族人丁一直不旺，为保子孙平安、人丁
兴旺，方氏家族先人为子孙立下规矩，每

年的正月初三日为家族的“添丁日”，俗
称“丁日”。当天，村民及亲朋好友聚在一
起，举办添丁百家宴以示庆祝，一连几天
好不热闹。

芳林“过小年”、长庆孝道文化节……
村头，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民俗文化。 靠山而居的山里人，在田地
里行走生活，传递着踏实和实干的精神。

独特的村头风味
村头镇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

的村头风味，它的农特产品特别丰富。近
年来， 村头镇结合自身区域特色和产业
特点，立足“荷风茶韵、果香小镇”产业发
展定位，以茶叶、枇杷、翠冠梨、稻粮、油
菜等农产品为主。 同时，建设了荷风、茶
韵两个产业示范带，打响“荷风茶韵，老
家村头”品牌。

村头镇是开化龙顶茶的重点产区，
早在 2008 年初，村头镇就被省政府评为
浙江省农业特色产业（茶叶）强镇。 镇域
内有机茶基地有 3300余亩。其中开化县
芹阳茶业有限公司在大黄山村连片种植
的有机茶面积 1000 余亩。其生产的开化
龙顶多次在国内外茶博会上荣获金奖，
2019 年，在开化龙顶茶王争霸赛中夺取
一芽一叶类“茶王”金奖。

枇杷是青山村的网红果，皮薄肉脆、
清甜爽口。到了枇杷收获的季节，这里还
会有“青山枇杷节”等着你。 青山的枇杷
蜂蜜、 蔬菜……众多的农特产品成了村
里的主打产品。 这些农产品是村民们建
设幸福青山家园的内生动力。

翠冠梨称“六月雪”，是南方早熟优
良品种，果皮细薄、肉脆汁多、味浓鲜嫩、
汁丰味甜，石细胞极少。 如果你喜欢吃，
可以携着家人或朋友拎着几个小花篮畅
游在硕果累累的果园。

深秋， 士谷村里近千株柿子树上红
柿挂满枝头，沉甸甸，像一个个红灯笼。
寒露一过， 便有村民来到柿树下采摘红
柿。 带着白霜的柿花，让人甚是怀念。

村头米羹、枇杷蜂蜜、莲子酒……看
到新鲜采摘的佳果和诱人的美食， 谁能
忍得住不尝尝鲜？

70 年， 村头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
老家日新月异。

70年，见证了村头镇的转型升级，现
在的它是全县首个省级教育强镇、省级体
育强镇、省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茶叶）强
镇、省级卫生乡镇、市级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样板镇、环境优美乡镇、平安乡镇和
市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创“五星”级乡镇。

70 年， 造就了一个令人惊艳的村
头，它的绿水青山越来越秀丽，它的产业
越来越兴旺，它的发展动力越来越足，它
的生活越来越好，它的乡村越来越美。

画廊中央，景动开化
2014 年，开化启动百里黄金水岸线

绿道建设， 规划线路全长 99.996 公里，
音坑段主打情怀水运。目前，从音坑乡下
淤村至青山头村 10公里绿道基本贯通，
并打造了下淤水岸、 田园姚家、 古色凉
亭、休闲驿站、生态廊桥等景观节点。 如
今的下淤村，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是“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

50 亩河滩变身婚纱摄影和户外烧
烤基地，成功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
3A 级景区村，坐拥高端民宿、连片乡村
餐饮、 蜜蜂体验馆、 水上乐园、“艺术部
落”等吸睛品牌，旧河滩摇身一变成村里
的“聚宝盆”，游客慕名而来。 如今，伴随
着“钱江源十大典范村”的升级打造，下
淤村更是成为写生、摄影、禅修、背包旅
行的诗意优选。

通过流域综合治理和绿道建设，音
坑乡将治水造景和美村富民有机结合起
来，沿线发展戏水游、特色民宿、农事体
验游、花卉观赏游、民俗风情游等多种旅
游业态；积极引入社会投资共建共管，全
力打造这条全民共享的流动产业带、致
富带、风情带。

网红打卡，音动开化
“红窑里” 酒店坐落于音坑乡姚家

村，它的前身是一座普通的粘土砖瓦厂。
红砖厂拆除后保留了窑洞与烟囱。 酒店
整体建筑全部采用红砖，不加粉刷，搭配
钢结构和玻璃幕墙，每个窑洞就是一个独
立房间，并配套建设咖啡厅，主题餐厅。在
这里，你可以品尝到“红色菜肴”，还可以
领略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内核的“乡村发
布会”，感受润物无声的乡风文明。

音坑“双溪公园”是经两条河流百年
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公园。 这里是春游
野炊、户外拓展的目的地，是佳偶天成的
幸福见证地， 是乡村音乐节的“潮流基
地”，也是中国旅游日的“推介主场”。

儒山村读经源自然村群山环抱，天
远地清，民风浓郁，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是开化县拥有土坯房数量最多、保存
最完好、村民居住率最高的传统古村落。
巷道幽深， 纵横交错， 民居建筑集中成
群，如隐世桃源，独具韵味。 建筑以纯土
木结构为主，至今仍有 46 幢土坯房。 此
外还有几幢上世纪 50至 60 年代的石墙
房，风貌古朴、品格幽静。

还有， 闻名遐迩的浙江瑶源国际垂
钓中心，自 2018年 6月 3 日正式开业以
来， 已成功举办了三场省级以上的钓鱼
比赛，湖南卫视、浙江电视、相关体育频
道及媒体先后多次报道比赛实况。

四季果香，味动开化
春季有樱桃、蓝莓，冬季有草莓、甘

蔗，在音坑，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多汁

可口的水果。据了解，音坑乡现有果蔬面
积 5702 亩， 其中水果 2194 亩、 蔬菜
3580亩，果蔬总产值 4300 万元。 利用特
有的农业优势， 近年来， 音坑乡推出柑
桔、葡萄、草莓、蓝莓、樱桃、红蔗等特色
采摘游基地 1109亩，吸引游客采摘游览
19万人次，实现农民增收 1100万元。

说起“底本红”蜜桔，开化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它皮薄光洁，橙红艳丽，肉质
脆嫩，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作为音坑名
产，还多次荣获“衢州宽皮类柑橘”一等
奖，产品畅销国内市场。

“四季果香， 浪漫音坑”， 农区变景
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双轮驱动，相得益彰。

文化传承，心动开化
“开化舞龙天下奇， 戴家舞龙开化

狂。”每年中秋节，戴家村总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当夜色渐浓，舞草龙在锣鼓声
和欢呼声中开始， 两条近 30 米的草龙

“飞奔”进广场，由村中长辈带头，村民们
先后在草龙身上插满龙香， 点点香火带
着村民的祈愿，犹如龙鳞，仿佛为草龙赋
予了灵魂， 在朦胧的夜色中显得活灵活
现。 据了解，中秋舞草龙在戴家村有 800
多年的历史， 是村中除了除夕之外最热
闹的一个节日。

这一天，村中广场“千家百桌宴”盛
大开席。红烧肉、烧全鱼、清蒸鸡、青菜豆
腐等戴家村传统十大盘令村民、 游客大
快朵颐，热闹非凡。

除了舞龙，借着文化的春风，各村的
文化阵地也日臻完善。“周末读吧”“健康
大讲堂”“儿童之家”“乡贤坐堂”“广场舞
蹈课”等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风生水起，
成为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又一“神器”。

“把新闻发布开到村里，把新思想讲
进百姓心里，把矛盾化解在沟通里……”
每逢周五， 姚家村妇联主席姚芝香用清
脆宏亮的嗓音为村民们播报村里每周要
闻，当起了“姚家发布”的代言人。自姚家
村打响“姚家发布”品牌以来，每周五定
期发布，目前共发布 63 期，受众 20569
人次， 发布各类信息 713 条， 走访农户
452 户，解决问题 132 人次，成功将“姚
家发布”打造成乡村头脑风暴、田间百家
讲坛、乡村振兴微讲堂的“三治”融合样
板。

70 年来， 音坑乡迈着农旅融合、文
旅融合的步伐铿锵前行，串点成线、串珠
成链，串美成篇。

70 年来， 音坑乡高举红色引领、绿
色发展的旗帜锐意进取，赚了票子，鼓了
袋子，有了面子。

70 年来， 音坑乡发扬天人合一、敬
天爱人的开化精神，奏响和谐之音，奋进
之音，奔跑之音。

村头：魂牵梦绕的故乡
这里，是别人的诗和远方；这里，是魂牵梦绕的故乡。 村头镇是一个去不厌的地

方，这里有婉转的村巷，透着满足和舒适；这里有吃不完的四季瓜果和爆红网络的乡
村景点，好山好水好风光，让人满心舒畅。 记者 叶红

玉如意的轮廓，居画廊 C 位，洲上鸟飞、水下鱼肥，好一幅人水和谐相处的美丽
画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音坑有着生动体现。

先有太平寺，后有开化县。音坑乡地处开化县中东部，距县城 7公里，新老 205 国
道相拥，黄衢南高速穿境而过，居百里金溪画廊中央。 微风轻抚，马金溪水面波光粼
粼，溪岸两侧树影婆娑。 目光及远，因水而生，因水而美的音坑，一派田园风光。 品茗、
赏景，好友邀约，静享一段惬意时光；烧烤、划船，瓜果飘香，忙中赶路致富小康。

记者 王燕珍

音坑：金溪画廊上的精致花园

集集镇镇新新貌貌

下下淤淤村村水水上上乐乐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