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0

·悠游
2020.12.22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郑剑瑾/版面设计：王磊

山仁下村所在的望松街道地处

松古平原中部，北靠连绵起伏的仙霞

岭山脉，前为一马平川的松古平原，

是一块沃野千里、物产富足、环境优

美、社会有序、宜居宜业的风水宝地。

山仁下村不仅是北宋著名爱国

将领杨家将后人聚居地，村里杨氏

宗祠“四知堂”更是是著名的廉政警

示教育基地。村子紧邻国家级文保

单位延庆寺塔，东邻省级文保单位

黄家大院景区、西邻国家级传统村

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吴弄村，南邻

王景纪念馆、石门圩廊桥景区，是于

松阳县的文旅中心区块。

为实现三产融合发展，望松街

道坚持文化引领，坚持机制创新，依

托区位和优质的文旅资源，目前正

大力推进文旅小镇建设。

乡村文旅推荐官施义亭:

唐代诗人王维曾经说过：

“按节下松阳，清江响铙吹”。

松阳，是中国茶叶百强县，有中

国最大的绿茶交易市场。松阳

最大的底色是绿色，最大的优

势是生态。

松阳县望松街道山仁下村

（原岗后村）的茶园里，村民毛

小军望着满坡的茶园，很是感

慨。“这几年幸亏省文物局的结

对帮扶，我的厂子有了自己的

品牌，还开展了茶叶的精加工

和深加工。今年疫情期间一直

不温不火的生意逆势上涨，产

值破了一个亿呢。”

从跑量批发到自创品牌，做大深加工产业

小山村疫情期间卖出1.2亿元茶叶

本报记者 郑剑瑾/文

林云龙/摄

毛小军，1998年毕业后一直在杭州打工。“回老家赚

不到钱，那时候帮舅舅管着水电工人，每天50元工资，基

本够温饱。”

2003 年，浙南茶叶市场开始建立，毛小军似乎嗅到

了一丝气息。“在杭州日子过得紧巴巴，我决定回老家发

展试试。其实一开始没有打算做茶叶批发生意，回老家

的时候正好朋友的妹夫跟我回松阳，他当时在江苏做茶

叶生意，路上聊起了茶叶加工和批发。”

一来二去，毛小军在朋友妹夫的帮助下，倒腾三车皮

茶叶赚了几万块。2005 年，毛小军正式进军茶叶市场，

做起了青叶加工生意。那时候炒茶叶没有什么正式培

训，看着老师傅做就在边上学。“茶叶粗加工生意利润很

薄，就是跑量赚个差价。2008年，因为炒茶技艺不过关，

最多一天亏了6万多元后，我决定出门学习。”

一年中，毛小军起码有两个月在各个茶叶厂转悠。

“我出门学了工艺回来后轮流给厂里的工人做培训，可生

意就是没啥大起色。我没有自己的品牌，也不知道怎么

去做销售，农村人么，想法保守一些，赚点小钱就好。”

2010 年开始到 2014 年的五年间，松阳茶园的面积

增长到 11.73 万亩，茶叶产量增长到 10200 吨，产值达到

9.05 亿元，远远超过茶园面积的增幅。随着市场知名度

的增大与茶叶交易量的上升，松阳县逐年健全了茶叶市

场、信息网络和仓储物流等交易设施，创建绿茶价格指数

发布平台。

毛小军有很多想法，实际操作时却非常迷茫。这时

候，浙江省文物局进村的结对帮扶让毛小军眼前一亮。

“驻村指导员一直鼓励我要创建自己的品牌，让我做网上

直播，线上线下一起上，还指导我开展茶叶的精加工和细

加工。他们反复告诉我，松阳的茶叶那么有名，我的茶叶

质量那么好，一定要自己做品牌。”

从不解到慢慢接受，“香溢绿谷”品牌诞生。如今的

毛小军摸着脑门笑得很开怀：“真的要谢谢省文物局

啊，没有他们的话，我还在做着最粗的加工生意，大钱让

别人赚，现在生意很好，本地卖 100 多元一斤的秋茶，到

崂山马上就卖到300元一斤；还有散茶，加上包装可以多

卖 50 元一包⋯⋯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厂不仅没受到影

响，产值还逆势上涨达到了1.2个亿。”

毛小军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文创企业联系他，不仅帮

着一起卖茶叶，还有开发衍生产品的想法。用他的话讲，

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

从倒腾茶叶批发到精加工“香溢绿谷”闯出了大名堂

12 月 2 日，山仁下村杨氏宗祠门口，村民举行了简

单的祭奠仪式后，开始破土修缮。“山仁下村一直是省级

集体经济薄弱村，2018 年结对帮扶后经过我们走访发

现，村子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省文物局驻松阳县山仁

下村干部施义亭告诉钱报记者。

山仁下村是北宋爱国将领杨家将后人聚居地，但两

个宗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乡愁是村民的情感依托，宗

祠是同姓村民共同的情感维系，保护老屋就是保护民

心。”说干就干，省文物局柳河局长等人多次到现场指导，

组织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专家团队进行勘察和方案

论证，一场宗祠老屋拯救行动就此展开。

修缮过程中，施义亭组织村民成立宗祠修缮理事会，

筹集捐款7万余元，协调修缮资金60万元，短短3个月时

间，就完成了王氏宗祠和村旧会堂修缮工作。“王氏宗祠

修缮好后，村民有了祭祀场所，配合文化礼堂建设还有一

个小型舞台，送文化送演出下乡以及逢年过节，村民可以

在里面看戏听曲，此外还增加了健身器材、运动设施供村

民活动，这些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娱乐生活。接下来的

任务就是进行杨氏宗祠的修缮。”

村道上起起伏伏的石头路，祠堂里进进出出的村民，

这里只是浙南村庄的一个缩影。施义亭望着远处成片的

茶园很是感慨：这些年我们一方面努力从“输血”帮扶向

“造血”帮扶转变——争取光伏项目 197 万，帮助村里每

月收益 1 万多元，25 年持久收益；然后对接了嘉兴的飞

地项目 100 万，每年收益 10 万元；还同步建设茶产业园

和村物业楼，村集体和贫困户增收正在持续改善；另一方

面努力建设美丽乡村，除了修缮祠堂，还修建了村里第一

个多功能运动场，垃圾分类池等等；我们还组织联系浙江

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等单位送文化下乡进行文化帮扶。

积极从“农旅”向“文旅”转变的这些年，越来越多的

人来到这里旅游。“村子正在慢慢活起来，这就是希望。”

这个年轻人已经在山仁下村扎根两年。钱报记者得知，

前不久举行的浙江省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文旅人”的

评选中，施义亭被评为浙江省最美文旅人。

古建院专家抢修宗祠 留住美丽乡村的乡愁

修缮后的王氏宗祠

浙江省文物局驻松阳县山仁下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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