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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 琳

衢州江山市在文旅方面如何凝心聚力、奋力急战，抓产业振复兴，抓市场打品牌，众志成城干事业，在建设共富长卷上共描美好蓝图。

记者走进该城，分别对古镇、乡村、民宿、飞行露营基地进行采访，寻找其背后的秘密。

大美江山 文旅共富

村书记的梦想和外来媳妇的担当

江山大陈村的名字，是从媒体同行

口中获知，那时颇觉夸张，因为这位老

记说起《大陈见面》竟然泪水盈盈。一

碗面竟能攻破“有泪不轻弹的”男儿心

房，有点斐然所思。

查阅大陈相关资料，竟然是个网红

村，“村歌书记”汪衍君十几年前就开创

了“村歌治村”的先列。2010 年《妈妈

的那碗大陈面》一路唱到北京，唱上了

央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这些年，汪

书记请来小百花越剧团和江山婺剧研

究院，一起打磨剧本，把村歌扩展到村

歌剧，把村民变成了在舞台上闪耀的

“明星”。

了解大陈村的故事后，我们决定要

和这个传奇古村相见一“面”。

8月初，来到大陈，不巧汪书记去

了城里开会，接待我们的正好是“村星”

马玲。马玲身份挺有意思，她是嫁过来

的媳妇，村里的首批优秀讲解员，因为

村歌唱的好被汪书记招揽作了主演。

《大陈见面》中，大陈汪氏祖先普贤公与

其继母解开误会，相拥而泣，最催泪的

那幕就是她主演的。

外来媳妇马玲的“幸福之路”，正

是大陈村村民跟着书记一起艰苦奋斗、

勤劳创业，把“贫困村”“后进村”改造成

为全国最美村、幸福村的蜕变之路。

2018 年，马玲进村担任讲解员。

因对汪氏家族生疏，背讲解词特别结

巴。汪书记便一直鼓励，教导她把文字

理解透，用故事形式来讲述，这样通俗

易懂。特别是汪书记雪中送炭，帮忙解

决了两个小孩上学问题，让她没有后顾

之忧。2020年，《大陈见面》村歌剧招

募演员，马玲通过评选入围。在专业导

演的磨练下，这个曾经只会“煮饭带孩

子”的村姑转身变成能唱哭观众的优秀

“演员”。

在舞台上，她已听不清掌声和欢呼

声，只感觉自己的泪水和汗水在脸庞上

交织成小河，弄花了妆容。“少女远嫁”

“抚养继子”“继子离家”“老来认

子”……一碗面贯穿一个母亲一生对孩

子的爱护，一碗面浓缩了一个女人一辈

子守家、顾家的责任和担当。大陈见

面，见的是亲情，“面”的是孝道。

村歌发源地，大陈幸福家。走在村

里，面馆里游人正在津津有味的“嗦

面”，曾经的萃文中学已经成为一家古

典风格的咖啡馆，不远处的萃文“杏林

松养”主题酒店正在筹建中……大陈村

进入了发展“爆发期”。每天车来人往，

各类考察团一批接着一批。马玲白天

讲解，晚上演戏，周末带研学团。虽然

忙得脚不沾地，但她乐呵呵的笑个不

停。大伙儿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三千轻帆归烟浦”“十万挑夫上仙

霞”。这里描写的是江山清湖古镇兴盛

时的盛况。清湖是海丝之路大后方的

一颗璀璨明珠，上连大运河，下通钱塘

江，“下越舟如马，还闽路接天”。

历史很辉煌，现今从头越。清湖曾

是浙闽赣三省边界的货物运输中转站，

不但是浙西最大商埠，也是三省的商业

要会。如今，这颗“古镇明珠”又跑在历

史新起点上。我们采访了谢小荣。

采访谢小荣是在村办公室。他是清

湖街道清湖三村党支部书记。清溪老码

头，现已看不到三千船筏、十万挑夫，只

有忙碌的大型装卸车在搬运泥沙。据说

9月底这里会是一个大型水上舞台。

谢书记是村里大忙人，当天下午就

有好几拨人来访和各种会议。在得知我

们来意后，特意抽出时间，聊了清湖的

“前世今生”。

在他眼里，清湖的“前世”是繁华富

庶之梦。明朝中后期万商云集，千船停

泊，百货琳琅。到了民国，其繁华尤胜县

城。长街十字填车溢，八坊九行十医百

店，驿站、钱庄、书院、戏场等鳞次栉比。

由此诞生了水、陆两大物流，即仙霞挑夫

和江山船帮。同一地域，水陆两“帮”并

存，非常少见。

“无论是南货北运，还是北货南下，

清湖是必经之地。”谢书记告诉记者，当

年“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

陆而舟”。除了商家，无数官员、文人，都

从这里下江南或上福建，让清湖有了“半

街双院士，一埠五商帮”的美誉。

清湖的“今生”是振兴共富之梦。不

仅要重现百年盛景，更要带动全民共富。

前些年，清湖街道里一些古建老屋不

可避免出现老龄化、空心化趋势，一些古

建筑老化严重，残缺破损。为此，清湖街

道核心村清湖三村以“微改造、精提升”

为抓手，依托第七批浙江省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利用重点村项目，开启了“古镇新

生”的文旅大改革、大发展的序幕。在江

山市委市政府指导下，充分整合社会资

源，梳理挖掘码头文化、古道文化、船帮文

化，打造五精工程，发展思路清晰而坚定。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现‘浙西小

上海’原貌”。谢小荣眼里，清湖复兴的

关键点是把老祖宗一手创造、留下的“珍

宝”复刻还原。“老字号”要复兴，“老街

区”要回归，“闲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快速

盘活。

“清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老字号、老

手艺的传承没有断。以前有三缸六场八

坊九行十匠百店，其中酱缸、印染坊、泥

水匠、茶店等，不仅店铺还在，技艺也有

传承。我们积极推进旅游文创产品开

发，将老手艺进行物化、活化、市场化。

以前常见的箍桶木艺、铁匠，家庭很少用

了，我们把它做得精致、玲珑，成为人见

人爱的工艺品，既顺应时代传承发展，也

创造经济收入。”谢小荣说。

大量原住民、乡贤都参与到这场轰

轰烈烈的共建共享共富中。目前，十匠

百店中公泰酱园、篾匠工坊、漆雕葫芦、

同盛糖坊、洋桥娘茶馆重新开张。老字

号的回归与文旅项目结合，进行市场开

发运作。如有 200年历史的公泰酱园，

整修后复原了酱园古屋、晾晒场地等场

景，并在古法酿造技术上提炼出独具创

意的酱油文创。为保证原料供应，清泉

三村本村加邻村共流转千亩土地种植大

豆作为原料生产基地。老百姓种，村集

体回收，村民一年从酱油产业里就有土

地租金、大豆款两笔收入。

“把这些老百姓谋生的产业包装成

靓丽的旅游产品和网红打卡点，家门口

就可以吃上产业饭和旅游饭，这就是我

们清湖实现共享共建共富的特有模

式。”谢小荣说。

走进村内，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窗

明几净，一整排马头墙高耸入云，如游龙

盘旋于空。一些民宿、饭庄、酒馆正在筹

备开业。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

江瑶执导江山首部大型水上实景剧《清

溪江湖》，据说国庆就会开演。可以剧

透一下，这个剧气势宏大，演出舞台横跨

宽阔的清溪江，故事背景采用清溪发展

最辉煌的宋代。以宋韵加上仙霞古道挑

夫文化、船帮文化和清湖本地民俗进行

深度还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 150
多位演员为清湖本地村民。

或许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再次目睹

“千帆竞渡走钱塘 万商云集下苏杭”的

清湖繁华盛景。

重现如梦清湖
复兴书记梦想

村歌书记“村歌治村”
外来媳妇敢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