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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文明开端在中村
中村是开化最早有人类活

动记录的地方。 4500多年前，在
中村乡中村村的双溪口， 第一次
有人类在开化境内定居、劳动、繁
衍生息。 1979年，双溪口遗址现
场发掘的文物数量众多， 品种多
样，有玉璧、石斧、石镰、石锛、石
镞、石网坠、印纹陶片等，这是新
石器时代晚期， 开化人活动留下
的珍贵印记， 展现了开化的文明
曙光。 双溪口遗址为第一批县文
物保护单位。

红色传承在中村
中村是土地革命时期斗争

的前沿阵地。 1935年 1 月，中共
化婺德中心县委改为中共化婺
德特委，2 月源口区委成立，此
后不断发展， 下辖 9 个党支部，
有党员 49 名。 1935 年 1 月 11
日，方志敏率红军北上先遣队在
中村、 张村宿营。 1936 年 7 月
初，在西畈祠堂召开了各游击区
主要干部参加的西畈会议，进行
整编，会议开了三天三夜，由省
委书记关英主持，对当前政治形
势作了分析研究，讨论和决定了
当时整个游击区的工作方针、任
务。 1985 年中村乡被命名为首
批老革命根据地乡。

将军诞生在中村
1903 年， 叶长庚将军出生

在中村乡西畈村，1925 年，参加

国民革命军， 次年参加北伐战
争，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
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
解放勋章，是新中国第一批授衔
的开国将军，也是全市唯一一位
开国少将。

1986 年 4 月 2 日， 叶长庚
将军在南昌病逝。 异乡离世 25
年后，将军魂归故里。 西畈村后
山将军墓园建成， 并对外开放，
成为衢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除了开国将军，中村还诞生过唐
朝左威上将军张自勉、北宋名将
张琼等，都在开化县志上有明确
的记载。

绿色发展在中村
中村乡是国家级生态优美

乡镇， 是全县林业重点乡之一，
境内青山环绕，植被丰富，古树
名木繁多， 全乡森林覆盖率达
81%， 是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
璞归真的天然氧吧、养生天堂。

多个中蜂养殖基地在这里
扎根，“甜蜜事业”轰轰烈烈开展
着，一到采割季，土蜂蜜就畅销
无比。

浙江道地药材“浙八味”之
一的“浙贝母中药材”基地落户
中村乡，盘活土地、人力等资源，
为村民带去切实的收入。

赏梅品诗在中村

中村乡是张道洽的故乡。张
道洽，字泽民，号实斋，南宋诗
人。 他一生痴爱梅花，作有咏梅
诗 300多首，这在中国诗坛实属
罕见，也成就了他“梅花诗圣”的
美誉。在中村，张道洽探梅寻梅、
赏梅咏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诗词。 而中村的梅花，也因沾
染了诗歌的灵气，有了更高更美
的意境。

近年来，中村乡进一步挖掘
“梅花诗人” 张道洽诗中的历史
文化内涵，打造“中国第一梅花
之乡”。 如今，漫步在中村集镇，
街道整洁，道路宽敞，随处可见
梅花元素，从梅花文化墙上的道
洽咏梅诗， 到两侧的梅花造型
灯，再到掩映在店铺招牌中的梅
形标识， 处处透露着梅花气息，
每到冬季热闹非凡。 道洽梅园、
梅花诗谷、双溪梅苑等各种景点
熙熙攘攘，万株梅树翘首以盼迎
接一年一度的“赏梅节”，赏梅、
品酒、作诗……在中村，你可以
体验一场梅花的浪漫盛宴。

畲乡风情在中村
中村乡树范村是开化 8 个

少数民族村之一，畲族人口占全
村人口的五分之一，也造就了独
特的畲族风情。

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房檐处
设计了独具畲族特色的盘瓠图
腾、在春和民族文化广场拼贴出

雷、钟、蓝三大畲族姓氏、在“三
古亭” 公园的凉亭亭柱处镌刻

“三树能言今古事， 一亭尽纳汉
畲风”的楹联、在文化墙上绘制
畲族舞蹈宣传画。

每年重阳期间，在这里举办
九月九“酒歌会”，为老人敬茶奉
孝， 展示畲族特色的歌舞魅力，
至今已举办第四届，成为独具树
范特色的文化活动之一。

吃喝玩乐在中村
说起中村，不得不提富有特

色的美食盛宴，喇叭豆腐、金竹
山番薯干、乌米饭、青梅酒、乌饭
气糕、乌饭酒、蜂蜜等等，让人垂
涎三尺。

乌米饭色泽乌黑发蓝，带有
油光，香软可口，具有健脾功效。
就地取材、 新研发的乌饭汽糕，
还有特别酿制的乌饭酒，都是值
得一尝的畲族民间美食。

形似喇叭， 每只足足有三、
四斤重的喇叭豆腐，制作工艺复
杂，用料讲究，只有中村乡的张
村村民才会制作。共食用方法多
样，可炒腊肉、可冷盘，是年货置
办必不可少的美食。

除了喇叭豆腐，金竹山番薯
干同样是年货畅销品。 生长在海

拔较高的金竹山番薯，口感软糯，
纯手工传统工序制作而成的番薯
干更是金黄香甜，口感极佳。

来中村，还有什么是不可错
过的项目呢？这里有少女心爆棚
的格桑花海， 拍照打卡网红地；
这里有风景秀丽的高山瀑布，戏
水游玩避暑胜地；这里有茅岗水
库， 开化人的第二大水源地；这
里有正在建设的大源头历史文
化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国内首个
回归自然的艺术家古村落；这里
将建成叶长庚将军陈列馆，展现
叶长庚将军的传奇一生。这里环
境优美、资源丰富，还有对傲、石
龙头、里洪丘、金竹山等一批古
村落。这里正适合厌倦了都市生
活的人们，寻找一片净土，独享
一方宁静，让心灵沉淀。未来，中
村乡还将编制完善的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 实施一批重点项目，
独具的“千古梅情，养心中村”山
水休闲旅游胜地框架将基本形
成。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走过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70载的中村人， 正以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姿态，谱写

“千古梅情、养心中村”新篇章！

这里透着产业之美
桐村镇的密胺产业已有几

十年的历史，是该镇的主导产业
之一。这里传承了闽南人的爱拼
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桐村人就
积极兴办乡镇企业，形成了从原
材料到制品完整的密胺产业。目
前，该镇共有 13 家密胺企业，年
产值达 1.2亿余元。

近年来，为破解密胺制品加
工企业“低小散” 的发展瓶颈，
2016 年下半年， 桐村镇政府回
购 62亩土地用于建设桐村密胺
产业来料加工园， 总投资 7195
万元，现一期已全面建成并入驻
两家企业。

该产业园创新镇村企联合
模式，各村集资入股，预计运营
后年固定投资回报率可达到
7.5%，将有效带动经济薄弱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同时可有效缓
解桐村密胺产业低散乱问题，促
进转型升级， 还可解决 1500 人
就业，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以产
业兴旺带动人气兴旺。

不仅工业领域， 在农业上，
桐村镇也深入推进循环农业发
展，建设竹荪、葡萄、蓝莓、畜禽
养殖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出台毛
竹产业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农户
建立森林食品基地， 种植竹荪，

发展林下经济， 壮大竹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

这里散发环境之美
走进桐村集镇，桐村廊桥横

跨溪面，长台倚靠，古朴庄严，通
接两岸，百姓可乘凉可观溪景；拾
级而上，登高龙川阁，楼台亭阁，
斗拱飞檐，可俯观全镇，可远眺三
清山。 这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后的“桐花小镇”，犹如镶嵌在龙
山溪畔的一颗明珠，散发着光芒，
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之
东风， 全镇共整治项目 5 大类，
24小项。 先后完成杆线下地、路
面白改黑、沿街立面改造、便民
设施修缮、星级菜场建设、集镇
景观廊桥、山顶公园、旅游公厕
等一批民生项目，集镇面貌焕然
一新。

美丽有序的桐花小镇逐渐
成型：龙山溪流域桐村段综合治
理项目，全长 10.38 公里，串线
裴源、黄石、桐村、建丰四村的景
观绿道建设已接近尾声；横跨龙
山溪两岸的闽南元素桐花公园
雏形初具；占地 115 亩的桐花小
区商品房、桐花小区安置地已开
工建设……

这里传承美食之美
一声“夹麦”至田家，把酒还

须“三层楼”。桐村人向来慷慨好
客，他们的胸怀，犹带着几百年
前闽南而来的海风气息，热情大
方。从闽南迁徙来的桐村人在传
承与纳新中形成了独特的饮食
文化。

桐村菜色香味俱佳，既有乡
愁，又有开拓。 著名的有：全闽
宴、全竹宴、全鹅宴。 全闽宴中，
首推“三层楼”。 明末清初，好客
的桐村人以笋干作底料，中层用
粉丝，上层用猪肝铺面，一大碗
里盛三种菜，俗称“三层楼”。 民
间有顺口溜赞曰：“下层竹笋节
节高，中层粉丝万年长，上层猪
肝千片好，代代儿孙把名扬。”此
外，千层粿、碱水粽等也是闽南
风味的特色美食。

这里尽显人文之美
这里乡风文明、 家风良好、

民风淳朴， 既是市级文明乡镇，
也是率先实现县级文明村全覆
盖的乡镇。

这里有一批历史名人：清代
贡生陈宝銮、明代刑部主事严删、
清朝同治时的孝子陈积礼等。

这里有一批先进典范：“第
六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最美衢
州人”“最美开化人”方来友，“第
二届浙江省最美文化礼堂人”
“最美衢州·身边好人”“最美开

化人” 陈强龙，“最美衢州·身边
好人”“最美开化人”李承法和邱
菊香等。

这里有一批最美乡贤：2018
年成立了桐花教育基金，乡贤们
以助学的方式“回归”家乡。目前
已筹集教育基金 125.8 万余元，
用于教育事业发展。

这里以文化礼堂为主阵地，
筑起百姓精神殿堂。 围绕“衢州
有礼·文明实践”主题，常态化开
展“杜坑零距离”“六孝裴源”等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深化“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展我们
的村晚、重阳敬老、竹文化节、蓝
莓文化节等文化活动，传承节日
文化，培育乡风文明。

这里藏有红色之美
80 年前，方志敏、粟裕曾率

领红军第十军团与敌人在王畈
村徐家自然村进行激烈的战斗，
为红军大部队的转移争取到了
宝贵的时间；当地老百姓曾冒着

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送盐送情
报；这里也沉睡了很多当年浴血
奋战的英雄，他们当中有的连名
字都没留下……

如今，在红色基地上发展绿
色经济，用老区精神鞭策镇村发
展，着力打造红绿相衬的生态农
业、红色旅游，先后修建了红十
军团徐家村战斗遗址陈列室、

“红军广场”， 引进安鑫庄园，建
设蓝莓基地，传承红色基因 ，践
行绿色发展。

70年栉风沐雨，桐村跟随着
党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
个改变，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0 年春华秋实， 一代代桐
村人接续奋斗，汇聚起一个小镇
的光荣与力量，用智慧和勤劳谱
写历史的崭新篇章。

70 年砥砺奋进， 今天的桐
村，正以全新、挺拔、傲然的姿
态，朝着打造产业鲜明，宜居宜
业的“桐花小镇”奋力奔跑。

中村：梅乡换新彩

桐村：开启桐花小镇新篇章

这就是开化

这是一片静谧悠远的土地，这是一尊历史积淀的宝盒，这是一处养心休闲的天堂。在这里，人文历史与
自然风光和谐交融。 这，就是中村！ 记者 郑智岑 通讯员 诸葛彩姿

这里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桐花翠竹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希望，生态产业支撑起富民强镇的脊梁；这里是
一块红色的土地———红十军团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红色贸易路线从这里直通苏区。

这里有一群闽南移民的后裔，四百年不变的是乡音乡愁老故事，新时代开启的是“桐花小镇”新篇章。
这，就是桐村！ 记者 郑宏亮

九月九“酒歌会”

集镇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