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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日常生活中，盐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对

于我省马大嫂来说，“雪涛”、“蓝海星”、“鲜

嫩美”等浙盐集团旗下的口食盐品牌耳熟能

详。而这些品牌生产的23款口食盐品类，

都有不同的特色和用途；那么，在你心目中

最好的盐品究竟是哪一款？现在浙盐集团

请你参与评一评，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奖品。

这次参评的“雪涛”牌口食盐，最值得

一提的是澳盐系列，源自澳大利亚海域的

洁净原盐，常年日晒充足，海水纯净度高，

从而产出的原盐颗粒洁白透亮。再经过

复杂的加工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所尝到的

澳洲海盐。这种盐让每一道菜肴口感鲜

美升级。澳洲雪花盐外形晶莹洁白，蓬松

如雪，适用于西餐、沙拉及佳肴烹饪；澳洲

精制海盐，质地细腻绵白温润，适用于日

常烹饪、凉拌和烘焙；澳洲粗粒海盐保留

原始粗犷的自然风味，适用于家常煲汤。

而“蓝海星”是浙江盐业集团 20 年的老牌

子，这次参评的有健康平衡盐、低钠盐以

及餐桌盐等经典品种；“鲜嫩美”牌日晒自

然盐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怎么参与评选？只要手机关注“雪涛味

道”微信公众号，在文内的投票链接中进行

投票，单选一款心中的好盐，然后把投票的

截图和联系方式发回给微信公众平台，就可

参与抽奖；你如果有日常用盐心得或者用盐

小偏方也可发过来，与马大嫂们共享，发回

截图和联系方式，同样可以参与抽奖。

本次评选活动截止11月27日。投票

结束后，主办单位还会请来大厨用专家综

合评选出的前 5 种盐品烹饪美食，选取报

名前 15 名的网友参加这场“饕餮美食大

宴”，同时在专家、大厨和媒体见证下开出

各 种 大 奖 。 一 等 奖 1 名 ，奖 品 是

IPHONE；二等奖 2 名，奖品是 1000 元盐

券；参与奖10名，奖品是500元盐券；纪念

奖100名，价值288元2017全年钱江晚报

报卡一张。

陈学东 钱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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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两层楼的古朴村宅，刚落成不久。昨天，主人老

唐推开古色古香的木门，那声清脆的“嘎吱”声，传出去很远。

花10万元买下20年使用权，对于自己这处新居，在城里做生

意的老唐十分满意。

台州市黄岩区富山乡半山村是个延续了 800 多年的古

村落，最初建村可追溯至宋朝。“中国传统村落”、“世界美丽乡

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一堆名头惹眼，却因交通不便，近

几年村民陆续外迁走了大半，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空心村”。

若无意外，这里将和浙江农村许许多多空心村一样，慢慢

走向消亡。

可意外真的发生了。利用时髦的网络众筹，半山村成功

吸引来大量投资，农家乐、民宿⋯⋯原本就要枯萎的小山村，

焕发了第二春。

花10万元可享20年好山好水
台州空心古村众筹迎重生
目前首批投资者已经入住，昔日穷山村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

本报记者 陈栋 文/摄

800年古村交通闭塞
600人的村子走得只剩百来个

去半山村，要经过九曲十八弯般的盘旋山

路。这里离黄岩50多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

昨天上午，钱江晚报记者来到这个村子

时，天下着小雨，村前山涧被薄纱般的细雾笼

罩着，恍若仙境。耳边是潺潺的流水声，每吸

一口空气，肺都像被洗过一般舒服。

村党支部书记戴盈财说，半山村北宋时

就有了，至今已快900岁。村前那条石板路，

便是颇为著名的黄永古道。

2014 年，半山村获评“中国传统村落”，

同年又获“世界美丽乡村”称号。而今年，半

山村获得“省级历史文化村”称号。

可是，这些看上去惹眼的名头，却止不住

村民往外迁移的步伐。

戴盈财说，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除了种几亩深薄地，村民几乎没有其他的

收入来源。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村民搬到山

下城里。近 600 人的村子，现在常住人口只

有130人左右，清一色都是老人。

“哪怕逢年过节，村里也冷冷清清的。”一

位村民说。

养在深闺无人识
众筹招来“驸马爷”

说起来，半山村的条件得天独厚，非常适

合发展休闲旅游。

在村里，现存较好的清代房子有7座；从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房子有27座；其他

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并承袭了台州传统

建筑的样式。

有些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岌岌可

危。但是，维修这些老房子，花掉的钱可能比

重建一座新房子费用更高。这种赔本的买

卖，村民不可能干，村里也拿不出钱。

“除了一笔附近景区给的每年 7.5 万元

的生态补偿金，村里没有任何收入。”村委会

主任梁士富说。半山村所在的富山乡有 19

个行政村，每个村的情况都是大同小异。半

山村作为乡里破除“空心村”试点，村干部们

绞尽脑汁，却一直找不到破题的方法。

2014年，乡里新入职的两名年轻干部提

出，能不能用众筹的方法来解决资金难题呢？

在2015年，一个叫“邂逅你的半闲人生”的众筹

项目推出，认筹金额从50元到10万元不等。

没想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推出的众筹

项目，才没过几小时，戴盈财的电话就被打爆

了。“很多人都说感兴趣，想来村里看看。”

两个月后，该项目从线上线下共筹得资金

40万元。也因为众筹，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

个“养在深山的大家闺秀”。这个几百年来鲜有

访客的村子，迎来了很多背包客的光顾。

10万元获民居20年使用权
自住或办民宿随意

村里将认筹的回报设定为 9 档：最低的

50元，可成为“荣誉村民”、获赠土特产礼包；

最高的 10 万元，可认领一幢古民居进行改

造，并免费使用20年。

梁士富说，认领改造民居的前提，是尽量

保存房子的原貌。如果无法改造只能重建，

为了古村落的整体风貌，最多也只能建两层。

经过前期宣传，首批共有 7 间古宅被认

领。目前，这些修葺一新的房子已经投入使

用。其中一间，便属于本文开头提到的老唐。

老唐将近 60 岁年纪，他说，自己经商多

年，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感觉身心疲惫，一直

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休养。“之前看过不少

地方，但选来选去还是觉得这里环境最好。”

看得出来，老唐对自己的这套新居十分满

意。他透露，打造这座房子，他总共花费了约

40万元，“感觉真的超值。”

“一座房子上下两层加起来有80多平方

米，想搞经营的，可以多盘下几间房子，整体

修复后经营民宿或农家乐。”戴盈财说。

引入资金村子大变样
游客来了，村民们又搬了回来

现在，半山村二期众筹已经推出，目前已

经有3名网友出资10万预定了古宅。

戴盈财说，这些众筹来的钱，几乎都用于

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了。而且，通过众筹，半

山村的名气也有了，等于打了个免费的广告。

村子建设好了，人气旺了，机会自然就来了。

村里有株很大的梨树，被称为梨树王，号

称全省最大。后来，又补种了数百株梨树。

每年三四月份，半山村漫山遍野的梨花绽放，

恍如漫天飞雪。今年 4 月，村里试着举办了

一届梨花节，就引来了大批游客，3 天时间接

待游客1.5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回家发展，有些脑

子活络的，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招待

游客，楼上住宿，楼下吃饭。当初外出打工的

村民，差不多回来了一半。

老村只许修缮，不许拆除重建，半山村便在

200多米外规划出一块地，供村民建新房待客。

“等今后有了条件，我们考虑将老村里的

现代建筑全部拆除，将半山村恢复成原汁原

味的古村。”一名富山乡的驻村干部对钱江晚

报记者说。

一个行将废弃的古村，就这样“活”过来了。

在半山村，这

样 颇 有 味 道

的 古 宅 还 有

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