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漫漫其修远兮
泮川村地处我市北部，三面环山，

是一个依山而建、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相传泮川村的始祖周恺，自金华泮塘游

迹到永康泮石，见该地五指盘龙白象伴

回，觉得是立庄建族的佳地。于是，他

便启建茅庐、勤耕苦读、代代相传，为了

不忘祖宗泮地之泮，特命其曰泮川，喻

盛大也川，取源流不息之义。

“我们周氏宗祠有 700 多年历史，

里面挂着‘爱莲说’的牌匾，是我们周氏

宗祖濂溪公廉洁奉公的写照。以前，我

们村还有书院，出了很多人才。”当天上

午 10 时，我们跟随周雪竹，沿着村路走

向后山。放眼望去，远方是满山绿色，

近处是老屋和新楼。“全村现有 400 余

户 1000 多人，住在村里的基本是老年

人。”周雪竹说。

村庄人烟稀少，山林里传来的鸟叫

声都格外清脆。骄阳正好，清风徐徐，

在这个怡人的季节，我们就像开启了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周雪竹指着山的

最高峰，告诉我们那就是终点。

“这座山和五指岩隔山相望，海拔

700多米，由于山顶平坦开阔，像乌龟背

一样，永康话就叫这座山‘乌居平’，老

茶园就在‘乌居平’顶上。”周雪竹说，唐

先镇 70%都是山区，老茶园里种的就是

高山茶。茶叶中带着兰花香。当年这

些茶叶卖得很好。

我们走上了一条仅容一人行走的

通山缓坡，沿路草木青葱，偶有白色的

栀子花和可爱的小雏菊点缀其间。我

们继续前行，汩汩溪流在千回百转的山

涧峡道里或跌宕起伏、或一泻千里、或

潺潺而流。

我们拾级而上，爬山的“乐趣”才开

始显现。我们纷纷感慨得益于千百年

前先人的智慧和辛劳，让巍峨陡峭的高

山折服在斑驳错落的小石阶前。为了

节省体力，我们只顾埋头山径迂行。

“这个给你们。”一直在前方带路的

周雪竹递给我们一人一根长木棍，辅助

前行。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后期下山。

经过半山腰时，距离我们出发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每个人额头都挂着

晶莹的汗珠。周雪竹告诉我们：“还有

半小时的路程就到了。”这对我们是很

大的鼓励。我们抬头看周围的风景时，

只见陡峭的山体上，三条生锈的钢丝一

路悬空至一个缓坡处，在草叶间隐约还

挂着一个尘封破旧的铁箱。周雪竹说：

“这是曾经用来运输物资的索道。20世

纪70年代的那辈人很多都住在山上，下

山时就靠骡子和马把茶叶驮下去。”

我们穿过一小段险峻的山路就看

见了人。此时正值饭点，五六个人坐在

土石垒砌的遮蔽所里休息、进食。74岁

的施赵华边吃盒饭边和我们聊天。他

说，这个茶园是20世纪70年代种植的，

当时大约有 50 亩的高山茶，高山气温

低，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缓慢，茶叶品

质高、产量好。72 岁的周大火刚干完

活，还没吃上饭就加入了我们的聊天。

“我们的茶叶有一股兰花香。以前很多

人要过来买茶叶，但是这里山高，很多

人不想爬上来。2000年以后，茶园因为

没人管就荒废了，好可惜。”周大火说，

现在身处的是之前的茶厂，当时用来存

放农机器具的农业用房。年久失修，四

面仅剩一些断壁残垣，靠着几根人字形

木棍支撑着遮雨棚，他们才得以有个中

场休息的场所。

茶叶香自苦寒来
如果说抬眼尽是浅蓝的天配着洁

白的云，漂浮在远方深深浅浅的青山绿

林里，是登顶的惊喜。那俯瞰本是绿意

盎然的茶田铺满枯黄的草垛，繁茂的藤

蔓和蕨类掩盖来时路，我们的心情就再

难欢喜起来。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

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

雷霆也难轰⋯⋯”周雪竹一到山顶，便

兴奋地唱起一段我们并不熟悉的《沙家

浜》选段。嘹亮的歌声萦绕回荡在耳

畔，仿佛呼唤着被岁月遗忘在这座山上

的灵魂重新归来。

“我们村是集体经济薄弱村，为了

打造地方农产品、增加村集体收入、推

动乡村振兴，我们在 2022 年将改造茶

园的想法提上日程。经多方考察，我们

在 2023 年申请通过老茶园改造项目。”

周雪竹介绍，现在有些茶树因无人管

理，已经无法获取经济效益。为了发展

村集体经济，唐先镇党委、政府主动为

这个村对接茶叶龙头企业，由企业派技

术员提供技术指导，由村集体负责管理

茶园。企业按照市场价收购茶叶并给

予部分租金补助，以此增加村民收入。

老茶园改造不仅需要一定的资金

保障，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工。高山茶的

优势在高山，复垦的难点自然也在高

山，700 多米的海拔基本阻断了普通的

机械设备进场作业。我们在下山的路

上，看到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伐木取

道是恢复茶园的重要一步，一名伐木工

操持着汽油锯一点点切割粗壮的树

干。我们采录了一些素材，发现他们砍

伐一棵树的时间并不短，往往要确认树

倒在安全的地方才肯加大马力，完成最

后一击。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

紧紧拽着野草、扶着顽石、杵着树杆才

敢走。也许是因为没有及时吃饭有点

饿，我们这个小分队竟都不约而同地摔

过一跤。下山的路并不轻巧，但令我们

感觉愉悦的，当属周雪竹的夸赞。“你们

这几个年轻人很厉害，都是爬山的料！”

我们沐浴在赞赏中，总觉得自己身轻如

燕，马上便能飞回山下。后来，我们才

知道，为了恢复茶园，周雪竹每周都有

三四天要带人爬这座山。这对于久坐

办公室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然

而，恰恰是亲身体验过这趟山高路远，

才能懂得高山茶的清香。

沿着山路走回村路，我们注意到一

棵老樟树枝叶茂盛，姿态优美，倾斜着

身子，仿佛向来往的路人倾诉着过往的

故事。周雪竹告诉我们，这棵老樟树有

300 多年树龄，它所在的位置是原来的

村口，这条村路原是附近村民通往东阳

市画水镇林村等村的必经之路。

据了解，近年来，泮川村在村干部

的带领下，逐渐完成了新农村建设。越

来越美的村容村貌，吸引不少人来这里

游玩。

“自从引进老茶园改造项目后，我

们的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我很感谢党

和政府对村里恢复老茶园的支持，希望

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具有历史价值

的老茶园焕发新活力。”正如周雪竹所

期待的一样，我们希望这个老茶园能触

发更多人对农村的情感和记忆，并与更

多人产生新的联结，向更多的人敞开怀

抱。为此，我们也邀请读者与我们一起

迎接老茶园的新生。

融媒记者 徐婷婷 吕笑佩

扛着设备上山

开荒的村民在休息

山顶风光

今天我出镜

有你有我

以上读者留言来自

掌上永康App姐妹帮版块

融媒记者 应桃蕊 整理

为何泄洪放晚上

读友复古风：前些天看到新闻说泄

洪了，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泄洪要放在晚

上呀？

后窗主持人：泄洪是由于持续性强

降雨导致水库超水位，为避免水漫洪溢，

就开始往下游排泄洪水。因为晚上大家

基本在睡觉，可以防止无关人员去围观，

也不会造成恐慌。

其实，泄洪之前，有关部门都会发通

知。相关部门要制定详细的方案并做好

安排部署，哪些地方、哪些人员该撤离，等

一切安排就绪才会泄洪。这样才不会对

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杨梅又遇梅雨季

读友百福蛋糕：又到一年杨梅成熟

季，又是一年梅雨天。我突然有点心疼种

杨梅的果农，因为杨梅经常遭受梅雨“摧

残”，导致品质降低、产量下降。

后窗主持人：之所以这样，杨梅的价

格也相对其他水果更高一些。吃货们要

趁着天晴抓紧吃杨梅了。

烟卡盛行

读友 gdgd：最近，一种“烟卡”游戏

在小学生群体中风靡。我看到过好几个

小孩，路上见到烟盒就去捡。在家里，我

还 看 到 了 儿 子 自 己 在 做 烟 卡 ，写 着

huang he lou。

后窗主持人：学校以及家长应及时

向孩子解释吸烟的危害，以及“烟卡”游戏

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培养他们正确的价

值观和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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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园焕发新生机老茶园焕发新生机 高山顶长出致富叶高山顶长出致富叶
融媒记者寻山访茶有感融媒记者寻山访茶有感

日前，听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同事说唐先镇泮川村正在修复一个老茶园，我们便打算寻一个好天气，和村干
部一起去看看。泮川村党支部书记周雪竹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拿这么多机器，可能爬不上这座山哦。”

“不就是爬山吗！”尽管心里有一丝轻视，但为了拍到鲜活的画面，讲好生动的故事，我们还是召集了爱好
登山的同事一同前往。他们凭借日常健身锻炼的经验，表示会帮我们把拍摄设备扛上山。近日，在周雪竹的带领下，融
媒登山小分队成员摩拳擦掌，带好拍摄工具开启了此趟寻山访茶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