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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与郎
家坪水库一坝之隔
的 十 字 路 水 库 建

成，后被辟为游览地，定名
九龙湖。世纪之交，九龙湖
被宁波市确定为重点开发
的旅游风景区。之后这一
片就像按了快进键，日新月
异。2005年 4月，对郎家坪
283 户、631 人实施整村拆
迁，根据各户意愿，大多安
置在新城骆兴家园，38户老
年人住九龙湖安置房。至
此郎家坪已没有传统意义

的村民。
2007年 5月起，对郎家

坪地块实施大规模开发，建
设开元九龙湖度假村及别墅
群。后来，郎家坪水库建起
皮划艇俱乐部；龙王堂建成
150 亩百果园；古道得到修
缮，沿着山间小溪串联龙王
堂、下龙潭、上龙潭、采茶场
等景点，与江北、慈溪的登山
游步道连成一片。人们纷纷
至此游玩、采摘、健身、娱乐，
在湖光山色中“慢生活、亲山
水、品文化”。

郎家坪
□顾科明

郎家坪位于肚兜山南麓，原属慈
溪，1954年划入镇海，辖帽长潭、李
家潭、龙王堂 3个自然村。2001 年
镇海区调整村级行政区划后，并入九
龙湖村。村里旧有南宋吏部侍郎孙
梦观墓庄，世称其地为郎官坪，后谐
音通作郎家坪，村由此得名。

当时郎家坪还
办 有“ 吾 幼 院 ”。
1942 年 12 月，汶溪

净圆寺在方子藩等大族子弟支
持下，从上海街头收来11至17
岁难童20余人，又从宁波街头
等地收来7至12岁难童20余
人，分男女两班进行教育和抚
养。女班由一对有文化的女尼
师徒作教员，住郎家坪方氏庄
屋；男班请一位逃难来乡的周
姓老师（半义务）和一僧人作教
员，住龙王堂。这些难童经过
一段时间教养后，一部分年龄
大些的跟着“三五支队”参加了
革命，其余的随着年龄增长，有
的陆续被介绍到慈溪、上海等
地商店做学徒，有的回到家乡；
女的大多介绍了婚配。

抗战结束，新四军浙东纵

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奉命北撤，只
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
慈镇党组织从隐蔽坚持转向武
装斗争，郎家坪依然是“红色堡
垒村”。为避免牵连群众，县干
部和武工队一般不住群众家，而
是在附近山上开辟隐蔽宿营地：
不准冒烟，内部所需水粮，由政
治可靠的地方党员和群众在晚
上送入。冬天山下送稻草来，要
用被单包好，防止稻草散落露出
破绽；下雪天走路要倒着走，边
走边用扫帚扫去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原慈镇县
坚持干部沈宏康深情回忆，老
区红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力
的手臂，使敌人摸不到革命军
队的活动规律，保护我们生存、
发展、壮大。

往往事事

A 孙梦观出自厩
山（今属余姚）孙氏，
《宋史》有传。他是

南宋宝庆二年（1226 年）进士，
历知嘉兴府、泉州、宁国府（今
属安徽）。理宗皇帝向丞相董
槐询问江东廉吏有谁，董槐首
先提到的就是孙梦观。后孙梦
观代理吏部侍郎，针对当时私
宠与贿赂横行、仁德贤良远离、
财货过于集中等弊端，直言敢
谏，甚至吐槽：“没换宰相之前，
敝政固然不少；换了宰相之后，
敝政还是一样。”他深知过刚
易折，于是极力请求外放，得
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今属福
建）府。在任减赋税，省刑罚，
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时人
以为有古循吏风。不幸卒于
任，归葬郎官坪，年五十八。

现墓庄已毁，尚有原墓道
所立几个石人、石兽留存。

抗战前，慈（城）龙（山）公
路穿村而过，交通方便。县城
和汶溪、长石等大集镇都在10

里开外，周围群山
便于隐藏，所以屡
有革命者和慈善人
士出没。

抗战时期，郎家坪一带是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的粮
食转运枢纽。1942年中共浙
东区党委成立后，根据斗争需
要，打破老县边界重划地区，其
中，镇北慈北合为慈镇县。当时
慈镇地区比较富裕，上级要求新
组建的慈镇县经济上自力更生，
并力求多供给上级。县里征收
来的公粮田赋，除就地食用一部
分，大部分要转运山北供给主力
部队和后方机关。为此，县政府
在横溪设立一座粮站。山南的
庄市、庄桥、沿山（含汶溪、长石、
河头、骆驼、澥浦、清湖、湾塘等
12个乡）各游击区征收的粮食，
为防止被敌人抢走，都是连夜用
船运到郎家坪一带，再挑到横溪
粮站。粮站再组织人手，翻山
挑运到山北，分散到方家河头、
潘岙、任家溪一带。

B

C 崇山之中的郎
家坪是块凹陷之地，
一 条 小 溪 流 经 此

处。岙中旧有北雪龙王庙。
新中国成立前，每逢大旱，四
里八乡的村民都会来此求
雨。1958年10月，借着全国
大办水利的东风，以帽长潭为
中心开建郎家坪水库。因基
建规模压缩，1959年9月起一
度停建。1962年10月复工，
1965年11月大坝建成。

大坝为黏土心墙坝，长
211米，高15米，顶宽3米，计
土方15.69万立方米。以现
代眼光考量，工程量并不
大。但当时几乎没有机械设
备，全靠灌区各大队按照受
益大小，负担出工任务。当
时我爷爷40岁左右，是八里
外田顾大队社员，也要在农
闲时节一起出工：没有报酬，
工具和铺盖自备；以大队为
单位，借住在附近村庄，专人
做饭。工地上旌旗招展，人
头攒动，挖土、挑土、过称，一
条条扁担来来往往，一箕箕
土计数后倒在指定地方。一
般民工一担挑两箕，“插红
旗”的民工每次挑“双担”。
夯土用木夯，一般一到两人
掌握，四人拉绳，在“嗨唷嗬
呀”的号子声中，反复起落将

土夯实。最初工地也用过高
大的石碾子，但拉动后惯性
太大不安全，就舍弃了。技
术含量最高的要数修“中心
墙”，要求挖得深，再用干净
的黄色黏土填实压紧，不能
混入砾石，以免渗漏。民工
把大坝建成后，驳石、放水涵
洞、溢洪道等技术活，都是在
蓄水几年后由专业人员陆续
实施。

1976年春，河头公社发
动7个大队的山林队员上山，
在龙王堂附近龙潭岙深底营
造杉木基地。那里山高路
陡，但土壤肥沃，湿度又高，
非常利于杉木生长。当时我
父亲是河头中学民办教师，
假期经常带学生去义务帮忙
开挖梯田。三年植林 450
亩，同时建管理用平屋 10
间、苗圃5亩，留下民工14名
作为第一批场员，常年驻场
育林。我爷爷当时 60岁左
右，也去干过场员。平时就
住基地，偶尔才回趟家，有时
会带来满满一搪瓷杯覆盆
子，比我们小孩子自己能找
到的更大更水灵，酸甜可口，
至今回味。1983 年基地开
始间伐杉木。1987 年我父
母建房时，还去买过两方用
作桁架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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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郎家坪如今的郎家坪（（王博雷摄于王博雷摄于20172017年年））

过去的郎家坪村过去的郎家坪村。。
（（王博雷摄于王博雷摄于19981998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