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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岙镇横板桥村：诗路古驿道上的璀璨明珠

游天姥山 走唐诗路
县天姥山文化旅游发展中心 宣

“十年前，村口这里是一处建筑垃圾倾倒

点，乱搭建、乱堆放现象十分严重。现在的村

名地标处，原本是几十处露天粪坑……”日前，

记者来到儒岙镇横板桥村时，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王伯强正在村口的“天姥山”

造景前，向新来的联村干部介绍村子十年来的

变化。

曾经堆满垃圾、杂乱无章的横板桥村口，

如今已被打造成一处唐诗文化主题小公园，文

化气息十分浓郁。一座青石雕成的“天姥山”

造景上，萦绕着朵朵云雾，云雾间仙鹤蹁跹，造

景下堆着数块原石，其上“梦游天姥”四个大字

遒劲有力。与“天姥山”造景遥相呼应的，是青

砖砌成的村名地标，“诗路古驿横板桥”七个字

闪闪发光——倒退十年，村民们完全想不到，

曾经饱受“脏、乱、差”困扰的村庄，会摇身一

变，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绕过村口的唐诗文化墙，沿着青石板铺就

的古驿道走入横板桥村，穿村而过的一条清澈

溪流映入眼帘。溪边砌着整齐的青石，栽种着

各色花草，溪上架着二十多座形态各异的小石

桥，溪水清可见底，不时有小鱼成群结队游过，

为溪水增添几分灵动色彩。在溪边，记者遇到

了村民章丽英。据她回忆，以前，不少村民习

惯把生活垃圾直接丢进小溪里，溪水又脏又

臭，还会引来苍蝇蚊子，溪边的村民都不敢开

窗。后来，村里的党员干部动手把垃圾清理干

净，又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扭转了村民的老观

念，溪水变清了，小鱼游来了。“现在在溪边走

走玩玩很舒服，每逢周末，还有不少城里人带

着小孩来村里玩水呢。”提起村子十年间的变

化，章丽英露出满意的笑容。

大刀阔斧的卫生整治，“治”出了整洁平坦

的村道、荷香四溢的太平塘，各具特色的美丽

庭院；空倒房的重建再利用，则激活了古村的

文化新生。在横板桥村的法治游学馆里，王伯

强对这处建筑的“前世今生”如数家珍：“这片

仿古建筑群，以前是一处空倒房，杂草丛生，十

分破败。2015 年村里开展卫生整治之后，这样

的空倒房与全村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多方

考虑之下，我们在这里建起了太白纪念馆、唐

诗文化游学馆、法治游学馆，吸引了不少游学

团体来村里参观学习，我们村也于 2019 年被

评为全国民主法治村。”

在游学馆建筑群相隔不远处，是今年刚被

评为省级乡村博物馆的横板桥乡村记忆馆。

这座乡村博物馆的建立，同样得益于空倒房整

治。据博物馆主人张平余回忆，这里原来是村

里的大会堂，一度破破烂烂，几近倒塌，经过修

缮整治，他从唐诗之路沿线村庄收来的各色老

物件“住”进了记忆馆，留住了乡村的文化底

蕴。

家乡的十年蝶变，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

里现在玩的地方蛮多，来的游客也多了，在家

门口摆摊卖点特产，收入也增加了，生活越来

越舒服。”村民陈国富细数着这些年来的获得

感。王伯强告诉记者，横板桥村人文历史底蕴

丰厚，自然风光隽美秀丽，近年来，乘着天姥山

旅游开发的东风，村庄发展步履不停。下阶

段，该村将在发展建设中进一步整合各方资

源，突出文化特色，吸引更多游客来村研学、健

走：“村里人气旺了，村民就能真正在家门口致

富，幸福指数一定会节节攀升。”

■ 记者 黄婉晶 徐鹏

昨日，羽林街道羽东社区举行“喜迎二十大，欢度国庆节”共建单

位趣味运动会，来自县发改局、县委巡察办、县工商联、羽林街道办事

处、羽东社区等单位的40多位运动员，参加了投篮、兜球、地滚球个人

比赛和趣味夹球团体接力赛。 （通讯员 吕明洪 陈磊 摄）

羽东社区举行共建单位运动会

通讯员 丁悦

昨日上午，南明街道挂帘

山 村 在 村 文 化 礼 堂 召 开 道 德

评议会，由老党员、老干部、退

休 老 师 等 组 成 的 挂 帘 山 村 道

德评议会成员们踊跃发言，针

对 日 常 生 活 中 看 到 的 不 文 明

现 象 和 不 良 社 会 风 气 展 开 评

议，并评选表彰文明家庭、好

媳妇、垃圾分类示范户等先进

典型。

据悉，挂帘山村定期召开

道德评议会，通过乡风评议，

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新风，

涵养了尊老爱幼、邻里团结、

爱护卫生等良好风尚。村里还

经常组织村民学习移风易俗相

关知识，积极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好事多

办，不大摆宴席、不盲目攀比、

不超标随礼、反对封建迷信活

动，村风民风有了明显提升。

道德评议会评出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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