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沅哲 凌亚红

义桥寺坞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存在。
海拔五百余米的寺坞岭，四面青翠环

绕，山巅云蒸霞蔚，不远处的钱塘江、富春
江、浦阳江三江在此汇流，竹林深处隐匿
着古道茶村。金秋十月，登山之高，在呼
吸着大自然无穷的仙气之余，与盘山公路
的夹道红枫撞了个满怀，也领略到白茫茫
山茶花风中绽放的盛情。就在这片离云
海最近的山林，一片高山云雾茶园正在酝
酿一场华丽的变身。

寺坞岭茶园孕新机

寺坞岭，山林资源丰富，由云峰山、包
帽尖、大爿山三座山峰组合而成。由于位
于萧山、富阳的交界处，岭上分布着富阳
渔山乡的墅溪村、林峰村和萧山义桥镇的
寺坞岭村两地的村落。很多年前，两地就
有在此岭种茶的传统，这里种出来的茶树
嫩芽常年经高山的雨水浸润，汁水充足，
茶香浓郁、耐冲泡，是难得的好茶。

然而，山高路远，且道路崎岖，出行极
为不便，山上的村民迫于生计搬到了山
脚。后来，随着林道的建设开通，原义桥
镇许贤乡寺坞岭村书记倪志明在寺坞岭
上恢复了茶园的建设，一些村民因此谋得
了生计，便又回到山上。

寺坞岭上种茶环境优越，产出来的茶并
不比市面上的名茶逊色。500多亩的茶园，
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世纪70年代种的茶
树，包含了龙井43号、鸠坑两个品种。茶园
渐成规模，这里成了游人登高观景、慕名品
茶、尝鲜山野美味的小众观光胜地。

据统计，茶园平均每亩产量可达到二
十斤，每亩营收一万元左右，收入相当可
观。这不仅让岭上茶农实现了增收，还进
一步让茶山增值，带动了萧山茶业的振兴。

“两山理论”阐述的是生态保护与绿
色共富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去年9月，
在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支持下，万向三
农集团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为手段，以
打造生态共富样板为牵引，与义桥镇政府
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启动“江河荟·浙江
翠”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公益项
目，在这里开展具有示范性的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恢复及保护工作，并改造相关
科普和自然体验场馆，向公众传递绿色环
保理念，推动公众参与自然教育活动。

借助这一政策红利，倪志明成功出租
20亩茶园20年，用于开展生物多样性的
生态茶品研发。

试验田展生长希望

在雄鹅山庄，几位项目处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一场头脑风暴，他们时而踏出厅
堂，对着手中的图纸和梁上的木结构比划
商量。此处正在建设一座展示森林生物
生态修复，以提升生物多样性的公共建筑

“山之博物馆”。“山之博物馆”的建设，是
他们酝酿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之一，而
环绕博物馆周边的茶园，也将借自然之
力，用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探索方法，帮助
茶园更加环保高效的生产。

茶芽在指尖，人在草木间。一个“茶”
字，道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

茶园的耕种终究需要寻求一种生态
的可持续的生长方式。那么，要如何将山
之博物馆周围这近20亩的茶园试验地打
造成一个原生态茶园呢？从2021年12月
开始，项目组就对茶园的现状展开调研，
并确定方案对茶园进行了整改。

在调查中，团队发现传统茶园种植模
式存在着茶叶农药历史残留、水土流失、
土壤肥力流失、种植模式单一等问题。

团队成员陈敏佼上山已有一年的时
间，她的朋友圈给人感觉像是一个带着青
春文艺气息的山林探险家，昆虫、野花、山
茶、村野无不被她记录。她介绍说，“云峰
山山体大部分被竹林覆盖，大面积的竹林
因其生长快、入侵性强等特点，使得水源
涵养能力降低，甚至会导致本土物种遭受
濒临消失的威胁，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
境。同样的，除草剂和农药的残留，则会
导致土壤中腐殖酸和土壤粘粒的流失，影
响土壤肥力和土壤结构，以及茶园周边昆
虫、鸟类的生存。”这一现象也被生态学界
称之为“绿色沙漠”。

山之博物馆团队要做的，就是要借助

大自然这双天然的大手系统保育，让茶园
生态恢复自我平衡能力。

在茶树下，记者看到了几茬标记有紫
云英、高羊茅的植物铭牌。在今年5月采
茶季结束后，这里已经播了一批马齿苋、
黄豆、黑麦草、紫云英、高羊茅等植物，主
要以禾本科和豆科混播的覆盖作物幼苗
为主。两个月后，茶树花园里已是鸟鸣阵
阵、蜂飞蝶舞。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
直接提升土壤肥力、减少水土流失、降低
夏季地表温度，减少水分蒸发。

除了这些覆盖作物，在茶园零碎的土
地里，他们还种植了梨树、桃树、杨梅树等
蜜源植物，以此来测试蜜源植物对害虫的
控制效应，提升茶园抗性，从而减少杀虫
剂的使用。这期间，团队成员也确实发现
蜜源植物吸引了能够捕食蚜虫的食蚜蝇，
减少了蚜虫对茶树的侵害。

云海茶山变“金山”

作为项目发起方，“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本着努力“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
化，让农民富裕”的初衷，致力于慈善公益
事业。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先生一生
情系农村，不断创办学校、资助农村贫困
儿童、帮助农民兴办农业车间。2018年6
月，为了纪念鲁冠球先生对“三农”的深厚
情怀，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将他在三农
集团的股权全部捐赠，设立“鲁冠球三农
扶志基金”。“江河荟·浙江翠”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无疑是万向集团的
又一次公益创新，撬动了社会资本，成立
民生通惠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支
专业团队在此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为萧山区40万亩山林发挥生态和经济价
值探索一条乡村生态共富的路径。

目前，该项目已建设以云峰山为主体
的“山之博物馆”生态体验地。陈敏佼说，

“这里有生机勃勃的茶园、炒茶作坊、解说
步道，未来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体验令人耳
目一新的生机夜晚。”

这座生态茶园每年可产出生态有机
茶叶600余斤，平均每亩营收两万余元。
除此之外，发展林下经济，有助于推动乡
土物种遗传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带动当
地生态农业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可以提
供多种形式的创业就业机会，吸引高层次
创新科研人才，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
振兴。

“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
茶。”苍茫云海间，一群鸽子衔绿在云上翱
翔。眼下的寺坞岭茶园，已不只是为了生
产一杯云雾茶的茶园，而是一个回馈大自
然馈赠的原生态家园。人们都期待它在
万物复苏的春季，给未来乡村增添更加灵
动的色彩。

大自然的“金手指”，点亮寺坞岭山顶原生态茶园

“江河荟·浙江翠”山之博物馆萧山寺坞岭项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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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临浦镇横一村的晚稻又喜获丰收。图为11月6日，农民抢抓晴好天气，用收割机收割晚稻，确保
颗粒归仓。 通讯员 傅灿良 摄收割晚稻

蜀山以文化铸魂 赋能城乡共富路

82年前 萧山曾发生一段惨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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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斌云 童志辉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
11月2日，本报首发的报道《这里究竟隐藏
着怎样一段悲壮的历史？》引发广泛关注，
不少读者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转发、评论。

身为萧山河上抗战历史研究会会员，
多年从事关爱抗日老兵公益工作的周寅，
对 82年前发生的那段惨烈战役颇有研
究。他一直想为牺牲在衙前、坎山的数千
名抗战阵亡将士做点事，“化成禅寺附近这
次发现的遗留骨骸，极有可能是1940年萧
山战役中，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日第
八支队牺牲的官兵。”

这些无名英雄可能隶属第八支队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12月24
日，杭州沦陷。同年年底，国民革命军62
师、63师等部队向杭州方向回撤，退守钱
塘江南岸。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
钱江战役，萧山县城沦陷，同年1月23日，
日军侵入萧山县多地，大量使用毒气弹。
中国军队一直坚持战斗，先后在城南、义
桥、许贤、衙前等地狙击日军。1月24日，
据守浦阳江西岸和萧山外围的79师、190
师及浙抗卫第一支队等部队全线反击，收
复临浦、义桥、白鹿塘、所前等地。同年2
月11日，日军大举进攻第10军军部及下
属79师、190师，浙东萧山会战中第79、
190两师伤亡过半，配属炮兵损失惨重。2
月19日，浙抗卫第八支队在衙前一带被日
军包围，数千官兵几近全军覆没。

从时间线上看，埋在化成禅寺的抗日
战争阵亡将士，以及沿塘村最近挖出的人
体骨骸，极有可能就是在1940年2月19日
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距今过去了82年。

对于他们的身份，周寅也认为是第八
支队。“因为在这次战役期间，第八支队相
当活跃，作为正规军79师的侧翼防护，它
实际上要承担的攻击次数更多。据战史记
载：‘2月9日下午5时，日军向第八支队莫
家港、南庄王阵地（都在衙前）进攻。2月
10日8时许，又派遣约一个大队向第八支
队阵地双桥穗、新周林（也都在衙前）突袭，
战至午后敌退去，第八支队伤亡十余人。’
而第六支队则主要在靠近萧山机场的三岔
路村（瓜沥）等地，在2月15日的阵亡名单
中，第六支队大部分都阵亡在三岔路。”

周寅进一步解释说，像这种地方部
队，不得不承认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很
差，和日军正面作战是十分吃力的。从路
线来看，这是到衙前的必经之路，根据这
些推断第八支队是一直向后边战边退
的。到了17日，现存于浙江省档案馆的
阵亡名单显示，第八支队特一团在凤凰
山、航坞山出现了大量伤亡。这两座山离
化成禅寺非常近，化成禅寺就在凤凰山脚
前了，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而且，由于
另一部日军穿插到绍兴安昌，击溃了诸嵊
新宁游击总队一部，又折返回了坎山、航
坞山，包抄了后路。

村民的讲述弥补了战史中的空白

瓜沥镇沿塘村原来叫丁村，村民沿着
千年古海塘“南沙大堤”而居，这条堤是里
畈和沙地的分界线。化成禅寺就位于沿塘
村东南角，凤凰山以西1公里处，南沙大堤
南几十米，现在的寺院是在原址新建。

76岁的村民汪柏庆以前是小学教师，
虽然未曾经历过那段悲壮历史，但从小听
着长辈们的讲述长大。他家距离化成禅寺
仅有200米，“听老一辈说，第八支队藏身
在化成禅寺，日军在我家老屋东面的广场

上，架着机关枪向寺院扫射。头顶上还有
日军从长山打过来的炮弹。”

回忆往事，71岁的村民汪春花说，小
时候在河里摸螺蛳，还摸到过炮弹壳、子弹
壳。村里不少妇女都将捡到的子弹壳进行
打磨，做成缝补衣服和纳鞋底用的顶针。
20世纪60年代初，村里开始大办农业、兴
修水利，在平整土地时挖出大量人体骨骼，
全部倒在一条叫后溇斗的小河里。“当时河
里的骨骼木佬佬，根本不忍心看。因为大
家都知道那段往事，对抗日阵亡将士怀着
一份敬畏之情，所以本村的人都不愿意挖，
还是其他地方不知情的村民来挖的。”

19岁嫁到沿塘村的李杏珍，今年已经
89岁。从家人和长辈的口中，她也获悉了
很多不堪回首的历史。其中，8组村民汪
阿秀的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以及一名妇女
被日军强奸，至今让她印象深刻。

据悉，2005年萧山曾启动过一次村民
抗战记忆的口述，有一些口述资料弥补了
战史中的空白。比如，有村民讲述，化成禅
寺里的第八支队有200多人战死；正月初
八，日本人从杭州过江打到萧山，这里有第
八支队，日军从钱清冲过来，打了一天……

在“义乌统战”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中，
也有这样的描述：当时，日军利用长山上的
碉堡炮击衙前境内西小江上的桥梁，为其
进犯衙前作准备。我们第八支队官兵驻守
在凤凰山麓衙前街镇都卫家村，大约有
4000人，先后三次在新衔(山)、坎山三岔
路、绍兴安昌等地与日军交战，阻止日寇进
犯，可我们却屡战屡败。1940年正月初十
凌晨，日军分两路，一路从长山往新林周大
塘，运用装甲车等先进武器向衙前进犯；另
一路从安昌过锁清由南直上，在离国民革
命军驻军地约200米处的如意寺登陆，对
国民革命军部队左右夹攻。

《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段悲壮的历史？》后续

■通讯员 陆沈妙 记者 周子青

“笔尖朝向左前方，支点腕骨定纸
上。不勾手来不抱笔，平摆纵收不慌
忙。”日前，在新塘街道罗婆路社区文
化家园活动中心，由社区居委会和杭
州萧然书画院书画培训中心联办的

“社区首期书法公益培训班”开课，吸
引了不少老年人前来学习书法。

教室里，老年学员们一边听着老
师讲解书法基础知识，一边端正写字
姿势和执笔方法，仔细观察老师的书
写示范，认真练习着点、横、竖、撇、捺、
提、勾、折，一笔一画书写工整。“社区
活动越来越多，书法课我还蛮喜欢的，
能修养身心，所以我第一个报名了。”
前来参加书法班的王阿姨说。

今年以来，罗婆路社区以创建未

来社区为抓手，以人本化、生态化、数
字化为价值导向，秉承“包罗万象，孝
润万家”的文化主题，将服务活动场景
落实落地，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对未
来生活的需求。

“创建未来社区过程中，我们致力
于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切实做好‘一
老一幼一新’服务，进一步提升辖区居
民的幸福生活指数。”文化员小陆说，
在社区文化家园里，不仅有婴幼儿驿
站、居家养老服务等设施，还有舞蹈
房、棋室等多功能场所，营造了互帮互
助友爱的和谐邻里氛围，丰富了居民
精神生活，得到了居民们的广泛认可。

罗婆路社区：老年人乐享幸福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
旭） 为深入推进“除险保安”百日攻坚
行动，切实保障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连日来，红山农场成立义
务巡防队开展平安巡防志愿服务活动。

义务巡防队由居民、志愿者、职工

共同参与，平安巡防以疫情防控、预防
电信诈骗等宣传为重点，加大对消防
安全和道路安全方面的巡逻力度，从
严从细抓好保平安、护稳定的各项工
作。“自从有了义务巡防队伍，晚上出
行心里很踏实。”居民们表示。

本报讯 （记者 应海天 通讯员
曹慧娜） 作为2022年贺知章文化节
年度重磅活动，日前，“知承千年 聆音
归蜀”诗路国风音乐荟在蜀山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广场
举行。音乐荟以贺知章为主线，采用
舞蹈、情景剧、诗朗诵、国风音乐等方
式进行生动演绎。活动现场发布了蜀
山街道原创主题曲《蜀与你我》，并介
绍了蜀山城乡现代社区建设蓝图。

蜀山是盛唐著名诗人贺知章的故
里，近年来，蜀山坚持文化赋能，筹划启
动贺知章纪念馆建设，积极实施思家
桥、百步寺等众多古迹保护修缮，连续
举办动漫形象征集大赛、摄影大赛、高
峰论坛等贺知章文化节系列活动，并定
制发行贺知章相关书籍，不断点亮贺知

章这颗耀眼的“明星”。在此基础上，蜀
山以文化铸魂，深度挖掘知章文化、诗
词文化、科举文化等特色亮点，融入到
现代社区转型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描绘
出一幅共美共富的未来画卷。

今年以来，蜀山以“十里埭上”共富
带和湖山未来社区为示范引领，全域推
进城乡现代社区建设。其中，“十里埭
上”共富带整合亚太路沿线六村资源，
以“一廊一环串六村”“三心十里奔共
富”为蓝图，串联建设集产业共创、风貌
共建、场景共融为一体共同富裕示范
带；湖山未来社区聚焦“人文”这一特
色，全面打造“邻里、健康、教育”三个场
景，建成符合居民所需、群众所愿的美
好社区，引领其他村社争先进位，为全
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提供蜀山样板。

本报讯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楼丹瑜 杜黎炜） 近日，2022年北干
街道第三届城市街头3V3篮球赛在银
隆百货西广场拉开帷幕，来自街道范
围内的32支球队、200余名队员参赛。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
的最新《三对三篮球规则》，采用3V3

专业比赛用球。32支参赛队伍分成八
组进行单循环比赛，按积分排列名
次。小组积分排前的队伍进入第二阶
段的交叉淘汰赛，决出最终的八强。

这项赛事自2020年举办以来，深
受广大篮球爱好者喜爱，已经成为北
干文体一张靓丽的“金名片”。

北干举行第三届城市街头3V3篮球赛

红山义务巡防队守护一方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