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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流
“秋至深溪村，天凉似晚春。闻钟长生寺，观树百年

存。有意登古道，无心入密林。清风吹我汗，溪水洗吾身。”
这是两年前的秋日，我探访海曙区集士港镇的深溪村后写
下的感言。

村名的由来，是一条溪水，从西山深处而来，穿村而过，
堤岸深达数米。有水则灵，民居皆傍溪而筑，鳞次栉比，绵延
数里。民居尽头，沿山溪继续上行，是延绵不绝的山林。

沿途古树参天，记得村民曾介绍村
内的古树名木有几十棵，其中樟树最
多，还有沙朴和枫香树，树龄最长的是
211年，在长生禅寺旁边。北宋年间这
里已形成村落，距今已有千年，那时村
子旁边是广德湖。村子三面环山，绿树
成荫，森林覆盖率73%，负氧离子含量
高，适宜养生。之前的树木是祖先的功
劳，近几年村子着力开展“一村万树”、义
务植树、林相优化、森林抚育等一系列活
动，先后在新凉亭村口大道、村口果园、
环村公路、水库周边等处种植各类树木
1万余株。树种有浙江楠、红豆杉、国
槐、紫薇、樱花等。

游客来村里，主要是为了爬山健
身。村里有两条游步道，龙鹫登山步
道是其中之一。这条步道有460多年
的历史，环线长5.4公里，由龙潭段、鹫
岭古道段和龙岗岭段三部分组成。沿
途有柴经石刻、长生禅寺、千佛塔、岭
鹫禅寺、兵寨遗址、静山荣园、龙栖湖、
龙王堂、龙潭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景
观。《四明谈助》中记载，明嘉靖年间，
海道副使李文进命于鹫岭设寨，用于
防御倭患，鹫岭古道是明代禁海抗倭
的历史佐证。途中有果园竹林间杂，
我看到了乡贤亭、善行桥、乡愁亭、安
心亭等建筑，有梅花修竹点缀其间。

这里有龙的传说。村民说，绕村的
溪水如长龙，半山腰还有龙王堂和龙
潭。据说有了龙王的保佑，溪水在大旱
之年也不干涸；汛期来临时，不会淹没
村民的房子和田地。龙王堂的上方是
潘家田山塘，潘家田是深溪村的一个自
然村，潘家田山塘是个小水库，总库容
8.39 万立方米。这个小水库始建于
1957年，是建国初期全体村民手挖肩
挑，全靠人力建设的水利工程，村民已
受益近70年。

今年七月最热的时候，我再次探
访深溪村。先参观文化礼堂，一楼是
多功能厅，前面是舞台，可以演出、开
会、举办春晚，搞各种庆祝活动。如果
办红白喜事，可摆酒席40桌。二楼是
村史介绍。全村5个自然村，1800个
村民，有96个姓氏，接近“百家姓”。
其中翁姓最多，还有吴、陈、周、张、王、
杨、郑、谢、叶、朱等姓。村里的第二羊
毛衫厂（当时第一羊毛衫厂在邱隘）、
深溪针织厂，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
开办的村集体企业。后来厂子倒闭，
转制时没有转让土地和建筑，还是属
于村集体的资产，为如今的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打下了基础。

深溪村先后荣获浙江省文明村、
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省3A级景
区村庄、宁波市生态村、宁波森林村庄
等众多荣誉。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
用文化点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坐
标。村里成立了海曙区首个村级乡贤
理事会，凝聚乡贤力量，助力深溪发
展，这条新闻曾登上《人民日报海外
版》。村里的游步道和其他公共建设
项目，很多是乡贤们捐建的。文化礼
堂、乡贤馆、老年活动中心，是村民的
精神家园。

这一切离不开原村支书柳国飞。
乡村女支书很少，她从2017年开始担
任村支书，当了7年，今年刚退休，卸任
了书记职务，成为村里的义务讲解员。

想不到村里还有村歌——《深溪之
歌》，词曲作者都是张晓浓。应我们邀
请，柳书记给我们唱了一段：鹫岭古道，
深谷幽长，忆往昔你也曾饱经风霜……
曲子旋律优美，歌词涵盖了村子的过去
和未来。我好奇地追问创作村歌的情
况，柳书记说友情价，花费不多。

柳书记带我们去参观村口的飞鸟
骑行公园，这是外来投资2000多万元
的运动项目。主要是骑自行车，接近
极限运动。基地的教练为我们展示这
种运动的魅力，先给自行车一个加速
度，之后就不用脚去蹬了，依靠巧妙设
计，利用落差，不断地下坡、上坡，可以
绕场一圈。这种骑行，有点刺激，危险
性不大，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室内有
手作工艺品制作中心，比如做木工、编
织等，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是青
少年培训基地。还可以搞展览，最新
的展览是海曙区专题艺术展，有国画、
油画和书法作品。楼上有十多间的民
宿，一张大床带上阁楼的床位，价格不
算高，三四百元。这里是村集体的厂
房，曾经是制作水泥砖的窑厂，对环境
有些污染。租赁到期后，柳书记根据
形势，决策不再续租，结合乡村振兴，
引进了飞鸟体育公司。不仅有一年
3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还吸引青年人
和孩子们的到来，带动了乡村旅游。

飞鸟公园的旁边是草编展示厅，非遗
文化基地和动手实践中心。里面有各种
各样的工艺帽子，以草编的为主，还有制
作帽子的设备，是村里的某位乡贤捐赠
的。他原来做帽子的外贸生意，如今转
型，就捐赠了各种帽子样品和设备。我不
仅看到了传统的席草帽，这是以前双夏农
忙季节的必戴品，还有五花八门的帽子。
我看中一顶草帽，中间用一种海草编织，
四周用深蓝色的布条缝制而成。我试戴
了一下，大小和样式还可以，同伴说不错，
店主给我便宜了五元，只要45元。我付钱
后，马上戴上，替换了普通的太阳帽。在
我的带动下，有十多人买了帽子或草编的
扇子。

午餐是在三棵树民宿吃的。说是民
宿，实是农家乐。老板是柳国飞的女儿，
四年前建设，当时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
乐，算是她带头进行投资。柳国飞如今退
休了，可以多花精力在生意上。村里有5
家农家乐、4家民宿。旁边就是仿古民宿
松雅山房，市区一个老板十多年前购置的
百年老房子，如今改造成高端民宿，房费
要900元一间。柳国飞卖掉了市区的一套
房子，投资200万元建设了三棵树民宿，占
地几百平方米。名字的由来，是因为院内
有三棵古树，分别是两棵樟树（树龄141年
和121年）和一棵沙朴树（树龄121年），古
树参天，带来阴凉。为了节省成本，厨师
是她的丈夫翁先生。菜是地道的农家菜，
味道不错。除了鱼虾、蛏子、海蜇等海鲜，
土鸡是村民自己养的，蔬菜都是本地品
种，有盐烤土豆、清煮花生、芋头炖排骨、
红烧蒲瓜、糖腌莴苣和南瓜、笋干烤肉等，
很新鲜，有农家气息。客厅展示架上，我
看到她的部分荣誉：省妇联的巾帼标兵、
宁波市担当作为好支书、宁波好人·千万
工程耕耘者等。

2023年村集体收入有400多万元，主
要来源于厂房出租、农场、茶场、露营基
地、停车场收费等。年底每个村民分红
1000元，花去180万元，其他用在环境卫
生和村民福利上，致力于共同富裕。

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是一种幸福。
休闲胜地，深溪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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