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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之庄 烈士李文华家喻户晓

“家乡美，最美是那
柔柔的家乡水，水边的风
儿轻轻吹⋯⋯”步入芝英
镇雅庄村，耳畔不自觉想
起《家乡美》的歌词。

雅庄是一个有 995
户、2600 多人口的大村
庄，这里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先祖景祥公曾任
宋朝吏部侍郎，相传早年
村中有上、下两书院，景
色雅致，是“文雅之庄”。

以文雅得名 景色雅致
雅庄一名的由来，跟两座书院有

关。据《永康县地名志》记载：“相传早

年村中有上、下两书院，景色雅致，是

‘文雅之庄’，故取村名为雅庄。”

雅庄村历史悠久，先祖景祥公是

李心传(1166—1243年)的子孙。李心

传是南宋著名编年体史学家，著作宏

富，官至宝章阁待制、工部侍郎。《李氏

宗谱》有载：“雅庄李氏始祖景祥公，仕

宋吏部侍郎，公生季世，南北扰攘，致

仕归田，道经永邑，观风俗醇厚，由稠

门迁居雅庄。”

雅庄村水土肥沃、气候温和，景祥

公家族迁至此后繁衍生息，开枝散

叶。后因我市修建水库，太平村的吕

氏、古竹畈的应氏相继搬到此地，现有

李文华事迹家喻户晓
雅庄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其

中，李文华的名字家喻户晓。

李文华，雅庄村人，出生于贫民家

庭，少年时学做篾手艺，后改学裁缝。

李文华以裁缝职业为掩护，走村串户，

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的组织。1944

年，李文华担任永（康）武（义）工委交

通员，往返于永康和金义浦游击根据

地，传递文件、保护过往人员，每次都

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8 年 8 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

六支队第七大队成立，李文华担任大

队长。李文华是活跃在永康一带武装

队伍中的主力队员。从四五个人的武

工队，到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

队第三大队，再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

六支队，李文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是年 10月，李文华带领一支小分队夜

宿大塘下，遭遇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李文华的事迹在丽州大地上代代

传颂。因为这位革命烈士，家乡雅庄

飘扬着红色旗帜，传唱着红色歌谣，激

荡着为党和民族拼博献身的激情。

李、汪、陈、吕、施、应、阮、羊、蔡等姓

氏，其中李姓占人口的90%以上。

头

说 起 芝 英 镇 街 头
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在东永一线旁，有个
大广场，有块很高的石
头”。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街头村祖先是从仙居
田头辗转迁于此的，早年
有街，故名街头。

这个基本以陈姓居
民聚居的小村落流传着
怎样的故事呢？今天，
让 我 们 一 起 走 进 街 头
村，探寻它的历史吧。

始祖来自仙居
据传是街头的上门女婿

关于街头一名的由来，《永康县地

名志》有载，街头村的祖先从仙居田头

辗转迁此，村处东阳至永康大路旁，东

永一线在村前经过，地势平坦，早年有

街，故称街头。

“这里以前是从永康到东阳的

必经之路。当时整个村沿街而建，

附近的马坊村还建有马坊，来往商

贩众多，非常繁华。”在村里当了 30

年党支部书记的陈德仓说，《陈氏宗

谱》记载，颖川郡游仙乡三十二都鹤

鸣街头陈氏，距今已有 700 余年。

相传，街头村的祖先陈密与五位

兄弟从仙居田头迁至柏岩。而当时，

街头村住着的是一位徐姓财主，家境

不错，但人丁不旺，只有一女，后继无

人。陈密由于家境贫寒，从柏岩到此

打长工，财主看到陈密勤劳，且忠厚老

实，于是招他为婿，之后就形成了街头

村的陈氏家族。

目前，街头村已经发展为一个

365户、1002人的村落。

水韵街头
打造绿色生态家园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街头村以改

善本村人居环境为重点，以推进村庄

卫生净化、道路硬化、村道亮化、环境

绿化为目标，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民人

居环境，2014年便完成了95%的污水

管网改造，改变了以往脏乱差的不良

状况。

江南是水的故乡，而街头村正是

江南美的真实写照。不大的街头村拥

有着 7 口池塘。站在街头村最大的街

头塘旁，缓缓流动的池水清澈干净。

2017 年 4 月开始，街头村用三个月的

时间清淤了村中的七口池塘，终于摘

掉劣五类小微水体的帽子，池塘重新

焕发生机。

池塘边上有一口井。据村民说，

这是很早以前，全村人取水的井。如

今，这口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该村

便在这口井上建了一个亭子，取名街

井亭。此外，该村在池塘的四周建了

四个木平台。为了保护古树不受破

坏，该村巧妙地避开古树，将木平台围

绕着古树搭建，形成了古树从木平台

下穿台而出的景观。

江南的美,是朦胧而古朴的,是树

下悠然落棋,是花间醉然品酒，是庭中

淡然品茶。街头村在这些精心设计的

街角小品的辉映下，日渐形成了一幅

绿水萦绕着白墙,红花撒落于青瓦的

美丽画卷。

□记者 程高赢

□记者 陈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