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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古建筑群
寻历史风韵

在后吴赏艺术
前仓镇后吴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村落，充满了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

走在后吴村的青石板路上，道路两旁

是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它们飞檐翘角、

雕梁画栋，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村口的长廊更是成为了村民和游客

遮阳避雨、漫步赏景的绝佳场所。

“我有空就会来这里走走，站在桥上

看看周围的景色，人也很舒服。”后吴村村

民吴美贞说。

沿着青石板路一路前行，仿佛能够感

受到那些古老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后吴

村，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是最为引人注目

的。这些建筑保存得完好，而且规模宏

大，分布在村中各处。其中，吴仪庭公祠

作为后吴村的重要文化地标，更是吸引了

无数游客的目光。这座公祠不仅展示了

家族的辉煌历史，也是村民进行文化交流

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

除了古建筑群外，后吴村还设置了写

生点，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

作平台。在这里，时常活跃着一批批艺术

爱好者，他们专注地描绘着这个古村落的

美丽景色，也好像在记录历史一样，为后

吴村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融媒记者 李涵英

“有一次，我们部队到石雅村剿

匪，土匪们惊慌失措，躲藏在这个祠

堂，后又逃到村民家中。那次行动，

部队一共击毙了5个土匪。”前仓镇石

雅村是一个承载着丰富红色历史故

事的革命老区，站在该村祠堂前，村

民陈育生动地讲述了剿匪的历史。

这些红色故事，如同历史的烙

印 ，深 深 地 镌 刻 在 石 雅 人 的 记 忆

中。村里的老人，人人都是红色故

事的“活字典”，随便聊上几句，他们

便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一段段红色

往事。

石雅村有一堵石头墙格外引人

注目，尽管周围的房屋已经倒塌，但

这堵墙依然屹立不倒。在石墙上，还

留着几个清晰的弹孔，这是历史的见

证，也是石雅村红色文化的象征。

除了丰富的红色故事，石雅村还

有一家松石文化博物馆，馆内陈列着

300 余件藏品，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

到永康本地的松石之美，还能领略外

地松石的独特魅力。博物馆负责人

徐诚介绍：“永康的松石收藏历史悠

久，民间流传着‘指松化石’的古老传

说。永康人视松石为宝贝，认为松石

象征吉祥，还有人认为松石具有防火

功能，因此以前的祠堂或大厅里都会

摆放松石。”

近年来，石雅村依托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色旅游。

在北坑水库旁，有一个依山傍

水、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的露营基地，

基地设有 6 个营位，游客们可以在这

里露营，体验爬山、钓鱼、划船等户外

项目的乐趣。一到节假日，许多露营

爱好者会来这里，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与美好。游客周艳江说：“我们经常

和朋友过来玩，这里环境优美，很适

合露营、聚会，是一个亲近大自然、感

受休闲时光的好去处。”

石雅村的墙画同样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有人因此称石雅村为永康

的“漫画村”。走在村子里，仿佛走进

了一个“漫画世界”，屋前屋后，随处

可见一幅幅创意十足、生动有趣的墙

画：金黄的稻田、满塘的荷花、可爱的

龙猫⋯⋯这些墙绘作品是永康六中

的美术生精心绘制的。

“我们打算对村里的祠堂、老屋重

新装扮，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这里游

玩。”石雅村村委会副主任陈良介绍。

融媒记者 李涵英

石雅村有一道墙画风景线
在这里听红色故事，观奇松异石

逛古村老街
吃太秋甜柿

在荆州忆乡愁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 前仓镇

荆州村是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美丽乡

村。漫步在荆州老街，脚下是石板路，两

旁是当地人用石头建造的石头墙，村民悠

闲地散步、交谈，与老街的景色融为一体，

构成了一幅宁静而和谐的画面。

在荆州村，留存有不少清代和民国早期

的建筑，其中最出名的是被称为“十八间”的

老屋。这些老屋见证了荆州村的历史变迁，

也承载着村民们的记忆与情感。“我住在这

里很多年了，很舒服，夏天凉快冬天暖和。”

住在“十八间”的村民王爱飞说。

除了历史悠久的建筑，荆州村还以其

独特的水系而闻名。溪水穿村绕户，村民

们自发地在“阳沟”里养鱼，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荆 州 村 的 优 质 农 产 品 也 是 一 大 亮

点。在森绿家庭农场，太秋甜柿的种植面

积达 356 亩。每年从五六月份开始，锦秀

黄桃、富硒梨、蜂蜜雪梨、太秋甜柿都会陆

续上市，不同时间来这里能品尝到不同的

水果。农场负责人李成实说：“未来我们

将引进轨道车和滴灌技术，减少生产成

本，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在田间地头，农户们忙着挖掘舜芋。.

舜芋作为荆州村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超千亩，为农户们带来了可观的农业收

入，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荆州村不仅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

围和独特的自然景观，还有着丰富的农产

品资源。随着浙江省第十五批历史文化

名村的入选，荆州村将迎来更多的改造与

升级。荆州村村委会副主任李敏表示，荆

州村也将借此机会继续升级改造，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融媒记者 李涵英

进入冬季，临石线舟山段的水杉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公路两旁高达10多米的水杉，齐齐换上了冬装，整齐地排列在公

路两侧。在冬日暖阳映射下，红色、深红或金色，多种颜色相互交织，仿佛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流动画卷。

融媒记者 杨成栋 摄

水杉公路水杉公路
““醉醉””美风景美风景

寒潮将至，气温逐渐降低，果农

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防寒抗冻“大

考”。为了明年增产，果农们积极应

对，全力筑牢“温暖防线”。

12 月 15 日，在西城街道溪边村

的状元山果园，果农胡新多用大棚加

温器对棚内进行加温。据介绍，胡新

多的果园主要种植了 25 亩红美人和

6 亩黄美人柑橘。这两种柑橘品种口

感好，市场前景广阔，但对低温较为

敏感。

为了应对冰冻天气，胡新提前准

备了10台大棚加温器，对大棚进行加

温保暖。“一台机器能保证3亩左右的

果树不会受冻，1.5亩左右的果子不会

结冰。”胡新多说。

胡新多介绍，今年是他种果树的

第四年，柑橘总产量 7500 公斤左右。

目前红美人采摘已接近尾声，黄美人

要等到明年一月底采摘。

“一月底以后采摘的话，对黄美

人的防冻保护要求更高。”胡新多说，

“黄美人柑橘的大棚全部采用双棚结

构，如果在双棚的情况下还达不到防

冻的效果，我们会再增添两台加温

器，让温度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把果

子保住。”

据了解，这些加温器具备精准的

温控调节功能，能够根据预设的温度

自动运行，持续为果树提供适宜的生

长温度，为果树“保暖”。

除了建造双层大棚和准备加温

器，胡新多还计划在果园内铺设一层

稻草、树叶，起到保温保湿、增加土壤

肥力的作用。

融媒记者 许诺

“红美人”穿上防寒“保暖衣”
状元山果园大棚安装10台加温器

石雅村墙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