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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山势高峻，急流湍飞，林木繁茂，峭岩云兴，湖州刺

史孔彭撰碑云：“高山岞崿，浚濑潺湲。飚生林下，云兴岩端。

先生存没，安于此山”。

秀水青山，哺育着山脚之下高源村世世代代的村民。

一株香榧，一个人，张正林的香榧情缘

高源村，东临姚家村、殷家村，北靠夏禹桥村、银球坞村，

南与富阳市洞桥镇相连。

这个驻地海拔高程380米的小山村，世世代代务农。

与其他的村落相比，峡谷间的高源村，看似失去了得天独

厚的优势。

但是，老村长张振林却不这么认为。

40 多年前，年仅 25 岁的张正林成为了当时高山村的生

产队长。

村里八九十个人的口粮全靠他，于是他带领大家开荒种

玉米、种黄豆，但由于没有肥料泥土流失，农作物年年减产，土

地状况很不好，农民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

尽管这样，张正林依然在寻找属于这个山村的“振兴”之

路。

直到有一天，在家忙碌的他突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香榧

可以人工授粉的消息，并且香榧在当时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他转念一想，村里的山上长着几株木榧，貌似还不错，或

许村里的土地和气候适宜香榧的生长，他可以降低香榧的价

格，说不定这是一条致富的好主意，于是便萌生了种植香榧的

想法。

说干就干，张正林开始一头扎进他的香榧事业。他多方

询问考察关于香榧的种植技术，最终在临安林业局工作人员

的介绍下前往三口的袁师傅处拿到了香榧苗，并请袁师傅指

导了香榧的嫁接和栽培。

2001 年，53 岁的张正林开始买苗，种起了香榧，这一种

就是15年。

2002 年，张正林担任了高山村的村长，他开始发动全

村老百姓种植香榧，他带领大家前往三口、诸暨等地考察

学习香榧的种植技术，不厌其烦地为村民讲解香榧未来的

价值和发展前景，在他的带动下，95%的村民都种起了香

榧。

确实，张正林对待自家的香榧树细心呵护，就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般。前两年香榧并没有什么产量，但他毫不气馁，依

然用心对待每一棵小苗。2006 年，香榧树终于开始长果子

了，看着香榧越种越好，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香榧不仅能带

来经济效应，对于生态环境也十分有利，他的香榧事业一直得

到了玲珑街道办事处、区林业局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特别

是林业局退休高级工程师王安国，10余年以来每一年两次亲

临高山，不辞辛劳，非常的不容易。

高山村与高源村合并之后，作为村长的张正林，开始带领

全村人致富。

前年，为便利大家同时也为打响“高山琅”香榧品牌，张正

林准备开办香榧加工厂。

刚开始，由于资金等问题，他准备动员大家一起办，可过

了 3 个月，竟没一人来报名。这可愁坏了老张，后来他牙一

咬、心一横，就说：“自己办！”

虽说自己办了，可老张总想着怎么着也会有人来投资吧，

可等了一年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合伙，于是张正林只得独自撑

起加工厂。他四处奔波筹钱，前前后后花费了一百五六十万

才将这个加工产建设完成，也终于在 2017 年 10 月份办齐了

所有证照，投入使用，讲到这里，老张是无比的欣慰。

如今的张正林，已是年近 70 的老人，但是他仍未停止奋

斗的脚步，继续学习探索香榧的种植以及炒制技术。

老村长留下的榜样，新上任的滕士贤村长还在继续发扬。

山高水长换新颜，高源致富有妙招

如今，香榧是临安继雷笋、山核桃后助农增收的第三棵

“摇钱树”。

目前，高源村的香榧种植面积已达 2000 多亩，成了远近

闻名的香榧村。

村民的香榧收入最低也有 1 万多元，高的一年可达七八

万，香榧使高源村富了起来。

如今，滕士贤依旧不满足于现状，和村委干部一起，引进

玫瑰花和高山红薯，村民负责土地，村委负责招商引资，吸引

外地老板前来投资种植。

高源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荒郊野村。

村里集资修的柏油路直达临安山山腰，700米绿道上，路

灯在夜晚光芒夺目，村民的新房一幢接着一幢，乡村振兴的浪

潮已经被它赶上。

玲珑，临安城西的窗口，也必将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抟

扶摇而上几万里”，鲲鹏之气，尽显玲珑大地。

高源村

唐骏敏唐骏敏

遗古香风遍山林，文明乡风代代传
看今朝，玲珑街道村落的美丽蜕变

祥里村，位于玲珑街道南部，东邻上泉村，南至锦绣村，西

接高源村，北靠宏渡村。

史韵埋藏千年，非遗传承文化。青山秀水间，这座博古通

今的村落，以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渲染着玲珑乡村振兴

的美丽蓝图。

千年康陵画春秋，“墙里”牡丹国色香

清乾隆《临安县志》，祥里村称为“墙里”，从“墙里”到“祥

里”，应证了那句话，“墙里开花墙外香”。

那么，“墙里”开的什么花？墙外又“香”成什么样？祥里

村给了我们答案。

庵基山，坐落于祥里村境内，海拔 300 米正所谓“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西晋名仕郭文就曾在此结庐，隐居山林。

1996年，在庵基山东麓，康陵被发现，揭开了“墙里”花开

富贵，牡丹呈祥的千年密语。

康陵，吴越国二世国王钱元瓘夫人恭穆王后马氏之陵

寝。正所谓“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如此讲究风水的吴

越国钱氏，把马夫人墓选在安基山，可见祥里是一处多么难得

的风水宝地。

墓室中央，几树栩栩如生的牡丹图，描绘着马氏和钱元瓘

的爱情传奇。

千年前的暮春，马氏想起父王钱鏐写给戴妃的“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突起伤春心绪，伤怀“花好才一春，人老如花谢”，

想去郊外踏春，以不负春光不负卿。

二人沿临安西南方一路奔马，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墙里

村”的庵基山下。

暮春时节，绿肥红瘦，让马氏心生惆怅。

突然，不远处的山坡上，开着一树火一样艳丽的鲜花，万

绿一点红，耀眼如野火，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树牡丹。

钱元瓘无限深情地采下一朵，戴在马夫人的发髻上，鲜花

娇脸相映红，“夫人国色天香，吾莫辨花与汝孰美也！”

马氏平素最喜牡丹，在这样一个叫做“墙里”的荒山野村，

居然遇见如此美丽的牡丹，甚感惊奇和欣慰。

再从他们站立的庵基山回望锦城，四野开阔，一览无遗，

玲珑山、九仙山遥遥相对。

庵基山双峰耸立，状如骆驼，沿着庵基山脉，山前山后两

支流水向东南汇入锦溪，三面屏峰一盆地，更有流水绕山坡，

势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大风水格局。

马氏不禁感叹：“夫君，浮生若梦，人生匆匆，死后若能葬

于此，也算不负人间繁芜也！”

钱元瓘暗自记下了夫人马氏的心愿，继位称王后，私下请

了几拨风水大师到庵基山实地踏勘，都说此地藏风聚气，生者

长寿，死者安宁。

940年，马王后仙逝，被厚葬“墙里”庵基山。

那“盛放”在墓室的牡丹图，“香”出了“墙里”的丰厚史韵，

更“香”出“墙外”祥里村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史韵厚，一支朱笔写今朝

清晨，庵基山下的祥里村，迎来东边第一缕曙光。

村口，十余亩荷塘摇曳绿影，“万绿丛中一点红”，不时探

出的粉红荷花，点缀着盛夏。荷塘边，崭新的文化礼堂坐落于

此。

2017 年，随着文化礼堂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的完工，标

志着祥里村的“精品村”建设已完成。

移步入村，一股酒香钻入鼻息，循着清香，来到酒坊，酿酒

人陆金根此刻正在酒坊忙碌。淡淡的酒香和清新的甜味中，

酿酒工艺代代相传。随着坛中酒的发酵，如今陆金根的酿酒

工艺，已成为祥里村的非遗之一。

走出酒坊，一棵200年树龄的皂荚树立于路中，见证着祥

里村的历史变迁，也目睹着，村里中医世家的薪火相传。

黄建生，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特效技术创始人，家住祥里村

方家头水库下游。

“我祖先是坐着轿子来祥里的。”黄医生说道。民国时期，

黄健生的曾祖从绍兴跋山涉水，来到临安祥里村，定居于此，

悬壶济世。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黄健生，不仅热爱中医，而且喜欢武

术。

“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进行我的中医研究。”黄健生年轻

时曾拜武林高手李云鹏为师，强健的体魄为他打下了扎实的

科研攻关体能。

1997 年，为弘扬中医国粹，深化家传医术在治疗乳腺病

（癌）方面的疗效，拯救乳腺癌患者。

定居玻利维亚共和国科恰班巴市的黄健生回到临安，创

立浙江临安乳腺病研究所。

他在继承祖传乳腺病疗法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伏案苦

研。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与妻子马菊芬一起亲自试验自

己所研发的汤药。

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发前人之未发，明先士之未

明，终于研发成功以“黄氏乳岩汤”为核心，内服外敷为特色的

“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病）特效技术”。

让乳腺癌患者转危为安，改变命运。

“悬壶济世，要有一颗博爱的心。”村里只要有人相求，黄

健生从来都是尽全力去帮助，崇学育才、向善济困的举动远近

闻名，有口皆碑。

康陵，孕育了祥里村丰厚的乡村文化，而像黄健生这样的

好家风，更是祥里村众多“乡村文化”的一个代表。

文化是什么？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而乡村文化是乡村民众群体生活智慧的结晶，更是是乡

村振兴的力量“凝聚枢”和发展“风向标”。

祥里村凭着深厚的文化传承，着手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近几年，祥里村全体村民在村两委带领下，大力开展“环

境革命”，全力实施“清洁乡村”“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和“垃

圾分类处置”工作，村容村貌实现了巨大变化。

祥里村曾先后获得“浙江省卫生村”“杭州市文明村”等诸

多荣誉称号。

如今，这座庵基山下的小山村，正以悠久的文化为明灯，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与此同时，与庵基山遥遥相望的米积山脚下，乡村振兴的

热浪也是此起彼伏，汹涌澎湃。

祥里村
米积山下，便是米

积村。村中绿树葱茏、

空 气 清 新、风 光 旖 旎 。

村北接杭徽高速，南通胥

高公路，西与富阳毗邻。

十多年间，从工业强村

到打造生态化“村落景区”，

关 于 乡 村 振 兴 ，米 积 村 讲 述 着

自己的故事。

日夜奔波谋发展，狠抓狠打为生态

走进米积村，崭新的道路一望无际，一幢幢别墅式新楼鳞次栉比，企业

偌大的厂房车来车往，葱郁的森林此时随风起伏，一派田园风光尽在眼前。

米积村是玲珑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和富裕村。

可是谁能想到，这座小山村，原先却是以务农为主的。

米积村北米积山，清季贡生徐敏时有诗云“论文太子遗踪渺，煮石沙弥

旧事遥”。说的是自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居此山著《文选》一书之事，由此

米积山闻名天下。

米积村自古民风淳朴，孝悌行世耕读传家，村民之间关系和谐。

但是，这里的经济收入低下，农房破旧，道路坑洼。

雨天，泥泞的道路让人痛苦不跌。

“以前骑摩托车，车轮都陷在泥浆里，推都推不动。”时任村长的杨仁青

说道。

那为什么米积村现在变化如此天翻地覆？

那得感谢一个人，就是如今米积村的书记，咸伟明。

改革开放后，80 年代中期，咸伟明、唐连根等带领村民开始做铁砂生

意，他们奔波于城乡各地，不怕苦不怕累，积累了第一批资金。

90年代初期，村民开始逐步扩大经营，发展工业，开始创办电缆业塑业

等各类工厂和公司。

工业发展，村民们口袋里的钱包“日渐丰满”，村里造新路、修新房，生

活开始好转。

但是，村里的环境污染却日益严重。

针对这个情况，以咸伟民为领导的米积村党组织开始大力整治工业污

染，开展“生态工业”。对于工业污染严重的企业，给予停业整顿，一些产业

结构落后的企业直接关停。

除了对污染的治理，村委更看重的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十多年来，米积村“封山育林”，保护生态发展，同时加强村民的思想文

明建设。

现在的米积村，绿树遮掩、鸟语花香、景色迷人。被游客称为“天然森

林氧吧”。

同时，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米积村已经开始走向生态产业化

的“乡村振兴”之路。

樱花丛中踏歌声，生态景区建设忙

米积山下，压路机轰隆隆响着，崭新的柏油路一米米向前推进。

几乎有时间，咸伟明都会来这里查看施工进度。

“他一心想着村里，自己有工厂，但他都不去的。”村妇女主任丛彩华

说。

这条路，是米积村“生态休闲园”之间重要的连接线。

山顶的悬崖峭壁上，寺庙的香火袅袅升起，静谧庄严的黄墙，新鲜可口

的斋饭，都让人流连忘返。

在山顶眺望，山脚的樱花树一望无际。

几年前，米积村村委通过“消薄化债”，集中村民土地搞产业，把乡

村振兴与“消薄化债”行动相结合，开发了樱花种植园和中草药种植基

地。

村民通过在樱花园和草药种植基地就业，收入比以往有明显提高。

据了解，2018年，米积村村民平均收入在32000元以上。

接下来，米积村将紧紧围绕科技兴农、科技兴村，大力发展樱花产业。

通过引进200多种樱花品种，把米积村打造成闻名全国的“中国红樱花

小镇”。

未来，米积村将以“宜居、宜业、宜游、宜文”为规划理念，创建具有地方

新农村建设特点的农村居民创业就业基地，休闲旅游胜地和展示农村建设

成就的窗口。

绵延不绝的樱花树浪，打着米积村乡村振兴的节拍，远处的临安山脚，

片片香榧开始遥相呼应。

米积村米积村

玲 珑 ，

灵山秀水之

地。古有羲

之遗踪，霞

客足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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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蒋 公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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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锦溪

横贯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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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乡村振

兴建设工作

如火如荼，

在玲珑大地

上，闪耀出

自己独特的

炽热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