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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村里有2525口池塘口池塘 生长着万株桂花树生长着万株桂花树

磨山村有个磨山村有个““庄园梦庄园梦””

“永康毛山角，三十六垦九尾稻。”这话说的是当年石柱镇磨山村，山多地
少种不起水稻的情景，这对靠务农养家糊口的村民就意味着贫困。可如今的
磨山村，一改往昔，村东部还深藏着万株桂花树，美不胜收。

磨山村又名毛山村，位于石柱镇北部，距城区约9公里，石柱至四路的公路
绕村而过，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市民自驾从城区前往只需要15分钟便
能到达，乘坐公交车前往也十分方便。村党支部书记陆题文介绍，该村有村民
685人共260户，有耕地273亩，人均耕地不到0.4亩，但该村林地面积有
1000亩，空气清新。

村里共有25口池塘，野荔枝随处可见
走进磨山村，给记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水源充

足，洗洗刷刷非常方便，每隔一段路就会有一口

池塘。村干部陆志力告诉记者，该村三面环山，

杨溪水库渠道沿村而下，水源的确丰富。磨山村

有散塘（见图①）、黄古塘、流北塘、上大坑塘、四

大屋塘、松毛塘等25口塘。因为塘太多，取名不

容易，有的塘甚至采用了1号、2号来区分。比如

村里的一口池塘叫新塘，而不远处另一口塘也叫

新塘--1。

“池塘多对村里的农作物生长非常有利，而

且春节前鱼塘抓鱼非常热闹。”陆志力说，虽然磨

山村田少山多，可因为水源丰富，村民家种的农

作物极少被晒死的，即便遇到干旱的年份，别处

颗粒无收，这儿依然能确保农作物生长。有池塘

就会有鱼，以前大伙都是务农为主，好不容易家

里养头猪都舍不得吃肉，想吃肉自然是自己动手

钓鱼。春节前，池塘还会排水捕鱼，孩子们在池

塘的淤泥中摸鱼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让陆志

力记忆犹新。

眼下，村后池塘四周生长着的野荔枝（见图

②）也是一景，火红一片挂满枝头，足有100多

株。记者随手摘下一颗，发现它的个头与桂味荔

枝差不多，重约每颗30克，披开果壳，果肉是黄色

的，有小籽。吕智机是磨山村医务室的一名医

生，她曾摘下“野荔枝”品尝，味道甜甜的。随着

村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野荔枝也无人采摘食

用，挂在枝头观赏倒也非常不错。

记者询问了市农林专家，原来野荔枝又名山

荔枝、四照花，属于落叶小乔木，主要分布于西南

及内蒙古、山西、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在

《浙江药用植物志》里中记载，野荔枝具有驱蛔

虫，消积之功效。

芦苇随风摇曳，桂花树围着游步道
继续往村庄东部走，可以看见一片芦苇随风

摇摆（见图③）。穿行在其中，脚踏松软的泥土，

感受潮湿空气里细若游丝的清香，不动声色地掠

过记者的鼻翼，随风飞舞的芦花朦胧了眼睛。不

远处的一口池塘里全是观赏鱼。有阳光的午后，

站在池塘边看水中鱼儿嬉戏，看四处飞舞的芦

花，真是件惬意的事情。

喜欢爬山的市民继续往前，会看到一片林业

苗木基地。陆题文说，苗木基地共有100亩，里面

种植的大多是桂花，每年农历八月，桂花香罩着

整个村庄。苗木甚地内曾培育有阿根廷大使馆

赠送的珍贵树苗，还有杨利伟带上太空遨游过的

百合等。

游步道就在林业苗基地旁，全部用花岗岩铺

设（见图④）。走到山坡顶一边“翻山越岭”还在

建设中，准备铺设到另一座小山上然后回到村

口。另一条山道翻到山后，已经建设完毕，总长

约2.8公里，3000多步，一路上种满了桂花。陆志

力介绍，苗木基地种植的桂花和该村游步道边种

植的桂花树少说也有一万株。

村庄流传着陆游的传说，希望发展“一日游”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

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首陆游《钗头凤·红酥手》相信许多市民都很熟

悉。陆题文便是陆游第87代子孙，该村是一个多

姓混居村庄，其中陆姓占了三分之二，村里所有

姓陆的村民都是陆游的后人。《陆氏宗谱》记载着

先生从绍兴迁居东阳黄田畈，又从东阳黄田畈迁

居磨山村的过程。

除了对先人的怀念，村民最恋恋不舍的还有

“粉干文化”。不少村民告诉记者，因为田少山

多，许多村民选择学习抽粉干养活家人，因此，村

里无论什么姓氏的村民对粉干制作都有着深厚

的感情，许多村民家至今藏着当年制作粉干的工

具。对此，陆题文深有感受，他告诉记者，他的父

母共生育了13个子女，可最终活下来的只有6人，

而养活他和5位姐姐的正是母亲抽粉干的手艺。

陆题文说，目前该村正在抓紧建设村庄，村

民家门口都很干净（见图⑤）。接下来，该村还打

算申请“一日游”。“一日游”的内容主要有多姓混

居村的姓氏文化、粉干制作过程、爬山玩水品尝

美食等。此外，村集体还想建一个农场，方便游

客们观赏或购买村民种植的有机舜芋、西瓜、黄

瓜等，他为“一日游”想了个很洋气的名字叫体验

“庄园文化”。

□记者 周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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