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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阳沟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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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明堂里的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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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荆 州 古 街 ，“ 十 八

间”的老明堂映入眼帘。这

座 古 宅 已 有 300 多 年 的 历

史，环绕着老明堂的，正是一

条别具一格的阳沟。这条环

绕房前屋后的阳沟，清澈见

底。

在阳沟内，数十条五彩斑

斓的锦鲤正悠然自得地游弋

着。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

眼的光芒，为这条阳沟增添了

几分生机与活力。这些锦鲤

中 ，不 乏 体 型 壮 硕 的“ 大 块

头”。

“养在这里多好看啊！”当

问及为什么要在阳沟里养鱼

时，住在老明堂的村民李月归

解释道。原来，这些锦鲤是村

民自己钓的红鲤鱼，它们被精

心地养在了这条阳沟里。其

中，有些锦鲤已经在这里生活

了10年。

这条阳沟的建造历史与

老明堂一样悠久，它见证了老

宅的变迁，也承载了村民的日

常生活。

最初，老宅的阳沟沿着明

堂修建，形成了一个“口”字造

型。后来，北侧和西侧的阳沟

因老宅年代久远而填平，但阳

沟里的水流并没有因此受到

阻断，反而一直源源不断地流

淌着。

一把小扫帚
“扫”出致富路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通过指尖技艺

实现增收。一把把看似平凡的小扫帚，

为村民们“扫”出了一条宽广的致富新路

径。

12月3日，记者在唐先镇三合村山端

头自然村的三合扫帚专业合作社看到，社

员们正忙着制作扫帚：修剪、铺面、捆绑、

固定成型，各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三合扫帚合作

社专注于生产和销售金丝草扫帚、毛竹扫

帚、芦苇扫帚、棕扫帚等各类扫帚。这些

精心制作的扫帚，不仅质量上乘，而且款

式多样，既有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巧款式，

也有满足工厂清扫需求的大型扫帚，深受

消费者喜爱。

据了解，三合扫帚合作社每天能生产

数百把扫帚，并定期向周边企业和金华地

区供货。目前，该合作社有 20 多名社

员，这家建在家门口的合作社为他们提

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五六年了，既能

工作，又不耽误照顾家里和务农，忙的时

候每天有 100 多元收入，挺好的。”正在

扎扫帚的胡天明说。

该合作社负责人胡文星介绍：“经过

多年经营，合作社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资

源，销路不愁。每把扫帚的售价在 18 元

至 40 元之间，年销售额达 100 多万元，收

益相当可观。”

胡文星说，他卖扫帚的经历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鸡毛换糖时代：

从2004年开始，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利

用农闲时间扎扫帚，然后拿到唐先镇的集

市上零售。第二个阶段是商铺时代：从

2008 年成立合作社后，他们实行统一采

购原料、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价格、统一销

售。第三个阶段是电脑时代：从 2012 年

开始，他们不再满足于店铺销售，而是想

办法将自己的产品挂到网上去。在浙江

农民信箱的帮助下，很快就有许多客商打

来电话要求购买。第四个阶段是掌上时

代：2017 年，胡文星通过参加金华农民学

院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班，开通了永康市

三合扫帚微店，开始在手机上售卖扫帚。

现在，胡文星准备紧跟网红直播带货

的潮流，抓住机会，把村里的扫帚产业做

大做强，让小扫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

挥更大作用。

在永康话里，阳
沟是对裸露于地面的排水

沟特有称呼。在许多人的记忆
里，阳沟总是脏乱差，雨水长年冲
刷，汇聚着各种污水，甚至时常看
到垃圾堆积的景象。然而，在前仓
镇荆州村，阳沟却以一种截然不

同的面貌，展现了它的独特
魅力。

在 阳 沟 旁 ，村 民 洗 衣 做

饭。他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

开 这 条 阳 沟 。 令 人 惊 奇 的

是，阳沟里的水透明度高、洁

净度好。原来，荆州村拥有

丰富的地下水资源。阳沟里

的水并不是地表水，而是地

下水渗透出来的。这些地下

水纯净无污染，从石缝中渗

透出来，与出水口构成了一

个水流循环。

“我们这里的水有个特别

之处，就是冬暖夏凉。”李月归

热情地说，“你可以在出水口

试试，那里的水是暖和的。”记

者闻言，伸手一试，果然，水温

温和，没有丝毫寒意。

“我住在这里几十年了，

对这里的水再熟悉不过。虽

然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冷了，

但水还是很暖和。”78 岁的

村 民 王 爱 飞 在 一 旁 补 充

道。因为阳沟里的水源自

地下水，所以一直都是冬暖

夏凉，尤其在冬天，阳沟里的

水还会冒出热气，村民在洗

衣洗菜时都很暖和。

除了“十八间”的阳沟渠

外，阳沟四通八达地遍布在荆

州古街。不管下雨还是天晴，

它们都不停地流淌着水。该

村 村 委 会 副 主 任 李 敏 介 绍:

“阳沟由来已久，最早沿荆州

老路而建，有路的地方就有阳

沟。之后水系路线逐渐健全，

穿家绕户，房前屋后随处可

见。在古时，它们还有防火、

防洪涝的功能。”

漫步在荆州古街上，看着

这些流淌在脚边的阳沟水，不

禁 感 叹 于 它 们 的 神 奇 与 魅

力。它们不仅为村民带来了

便利与舒适，更成为了荆州村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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