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杨岙村因其特殊的地
理环境和 155米海拔的高度，该村
与北仑城区的气候正常温差，偏低
了 3-5摄氏度，是一个绝佳的避
暑胜地。夏日炎炎时，会有一些外
客慕名来此避屠，感受竹林深处的
幽静和清凉。

杨岙村村委会利用自身优势
开展居家养老工作，建设了一个对
外开放的老年活动中心，其中客房
21间、床位 42张，可供村民休闲
避暑之用。在休闲中心的带动下，
村委会把居家养老的工作办得有
声有色，开办爱心食堂已达五年之
久，为村里 80岁以上老人提供送
餐服务。2015年，该爱心食堂因其
出色的服务，被区民政局评为二 A
级居家养老服务站。

在这个爱心食堂里，尽管只有
一位 61岁的食堂阿姨日夜忙碌，
而且每天只能到几十里开外的城
区购买大米、蔬菜。但是老人们的
赞誉就是爱心食堂坚持五年多的
最好回报。
“6 元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

菜，外面买也买不到啊!”88岁老

人陈志胜笑着说，“物价都涨了，我
们这里的饭菜才 6块钱，一荤一素
一汤还能吃两顿，口味一直都是我
喜欢的。我不用自己做饭、洗碗，既
便宜又方便啊。”现在村里来订餐的
有 11位 80岁以上的老人，虽然人
不多，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都要很
早起来忙活。首先要去每户老人家
收饭盒，接着去买菜，回来还要洗饭
盒，做饭。到了 10点，她又准时将饭
菜送到老人家中。

据村老年协会会长陈元国介
绍，村里办爱心食堂的确克服了许
多困难，社区里办爱心食堂可能还
有社工或者志愿者帮忙，但村里的
食堂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连节假
日都没休息。可是困难再大，爱心食
堂还是会继续开办，“老人们已经习
惯每天盼望着我准点送饭，喜欢吃
我做的菜就是给我最大的鼓励。”食
堂阿姨说。

村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老人
们在此安享晚年。村口是大家最乐
意相聚的地方，相互传递着村内外
的信息，还有村落小公园可以锻炼
身体，长廊可以避雨，适合谈天说地。

爱心食堂 老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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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从大碶到杨岙村约有
14 公里的路程，1958 年以前，没
有新路水路，新路、共同、杨岙三
村村民挑着山货去大碶，要从现
在的库底过五岭，经石湫到大碶，
前后要花大约三个多小时的时
间。

新路水库建成蓄水后，才开
辟了现在的沿库道路。当时路面
只能通手拉车，1972 年拓宽可通
行拖拉机等小型机动车，1978年
建成了县级道路，村里很老人参
与了当年的建路工程，说起当年
事，仍记忆犹新。1982年更名为大
杨公路，并且可以通公交车，方便
了村民们往返杨岙和北仑城区。
2002年时，开通了茅岭隧道，与
春晓（三山）贯通。2004 年大杨
公路更名为大海线后又改名为新

海线，全线混凝土路面，公交车延通
至春晓。2011 年建设秀美山川道
路，延通了大碶嘉溪村至春晓裘山
村安家岭隧道。后又开通第二条隧
道，嘉溪至新路上帽山隧道，共同村
至春晓裘山安家岭隧道，2012年建
成通车。

秀美山川道路沿途新路、共同、
杨岙三村，地理位置独特，青山绿水、
风景秀丽、空气清晰，好比北仑的
“后花园”。天气睛好的时候，能经常
看到游客进村来，竹村穿行，古道探
幽，给静寂的村庄带来欢笑。

如今，秀美山川道路因其独有的
美景成为了许多骑行爱好者的首选，
沿途可见绵延不断的群山、清澈见底
的水库、古朴雅致的乡村以及阡陌相
间的田野，以杨岙村为代表的古村落
让人流连忘返。

竹林深处有人家
本刊记者 刘盈蓉

公路隧道 联通城区

在大碶街道太白山脉脚下，有一个美丽的村落———杨岙村。

四面环山，层峦叠嶂，风景甚美，新海线、沿山公路从村边穿过。淳朴、娴静，多少年来，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隐匿在竹林深处的村落用其独有的

原生态，给人留下清雅而幽深的印象。天晴时，放眼望去，碧水青山倒映着蓝天白云，充满着诗情画意；微雨时，水气氤氲的山林，带着涤荡风尘的清新，令人无

限神往。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还有村民们的细心呵护，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美，杨岙村先后被授予“宁波市园林式村庄”、“宁波市生态村”等荣誉称号。

杨岙村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山区
村庄，全村有 188 户人家，在册人
口 508 人。杨岙村古称盘古，由杨
姓先人先居于此，杨岙之名由此而
来，后有陈氏先祖迁居杨岙繁衍壮
大发展陈氏家族。

在该村的西南侧有两座相挨
着的山峰，形状相似，被村民亲切
地称为“姐妹峰”。村民告诉记者，
之所以将这两座山头命名为“姐妹
峰”，除了两座山头外形相近外，更
是希望借着“姐妹”的称呼，告诉
村民不要忘了像姐妹一样相亲相
爱，将村里和睦的乡风继承下去。

此外，该村的山岙内分布着三座水
库：石门水库、赵公岙水库和岙里
水库，当地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来自
这三座水库。
据村史记载，1949年 8月杨岙

村与共同村合称柴桥区泰清乡盘膝
村；1950年 7月与共同村分设大碶
区新路乡 6村；1956年 3月属共同
高级社；1958年 10 月属大碶公社
新路管理区；1961年 7月称塔峙公

社杨岙一大队；1983年 10 月称塔
峙乡杨岙村；1992年 5月改称大碶
镇杨岙村；2003年改称大碶街道杨
岙村至今。

据介绍，杨岙村有耕田 235
亩，林地面积 4477亩。过去由于地
处山区，交通不便，林业经济市场不
成熟，农业产量低，村里经济相对落
后，村民收入偏低。近年来，区政府
为了保护新路水库水资源，对水库

上游实施水源涵养和生态公益林保
护，鼓励村民发展传统特色产业，村民
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茶叶、竹笋等山林
作物，政府还对生态公益林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偿，村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新农村美好家园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开
展起来。

经过多年努力，杨岙村获得了
“宁波市文明村”、“园林式村庄”、市
生态村等各项荣誉，现在村内新建了
图书馆，农村信用社服务中心，还有特
色农村老年活动中心、居家养老服务
站等，787路公交车开通方便了村民
出行，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青山掩映 绿水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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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在锻炼身体

祠堂内景

杨岙村内有一座古建筑，在村
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陈氏
宗祠大本堂，现已被列为北仑区文
物保护单位。该建筑始建于光绪三
十三年竣于宣统三年，占地面积
700平方米。宗祠内十八间木结构
建筑画梁雕栋，气派宏伟，主体坐
北朝南，分主堂、东西两厢、前门正
楼等几大部分。

据了解，明末清初时，陈氏家族
先祖由鄞州姜山迁来。宗祠里有两
副对联说的就是陈氏家族的渊源，
一是“三迁来盤谷泽被分支，一派

溯姜山典留大本”，另一是“乃颂曾
孙有庆祀隆盤谷千秋；所称先祖是
皇城接姜山一脉”。

陈氏祠堂虽经百年，但保存良
好，又经修缮，更显其端庄大气。祠
堂是陈氏家族商讨决策重大事务制
定乡规民约重地，族人喜事也在此
举办。到了每年的冬至，陈氏家族便
会在此祭祀祖先，族门子孙聚集一

堂共同祭祀祖先，充分显示了族人
的凝聚力。

令后人惊讶的是，陈氏宗祠
厢房用的是玻璃窗，在 100 多年
前，陈氏先人不知是怎么手提肩
挑，把这些玻璃运进大山的。宗
祠里原来还有戏台和家谱，文革
的时候都被毁掉了，这也是陈家
人至今痛心的事。虽然如此，至

今陈氏家族传统意识依然浓厚，虽
然陈氏家谱被毁不全，但是家族传
统辈分排行称呼仍井然有序。
至于陈氏祖宗为什么选择这山

旮旯定居，现在的陈家人谁也说不出
来。杨岙村掩映在茂密的竹林中，在
很长的时光中，陈氏家族靠山吃山，
生存繁衍。山上有一条古道，一头通
向春晓的民丰村，一头通向天童寺。
现在交通方便了，古道虽沉寂，却留
下了登山爱好者的足迹。以前也许是
去春晓比较方便，因此杨岙与春晓结
亲的村民不少。

百年宗祠 保存良好

一条矮篱笆，将美人蕉、菖蒲
等植物围在一个四四方方的 “花
园”里。到了冬天，尽管这个小“花
园”里的植物已枯萎泛黄，但依然
透出顽强的生命力。谁能猜到，这
个“花园”其实是杨岙村新建生态
污水处理池的组成部分———人工
湿地。

据杨岙村村主任陈世忠介绍，
生态污水处理池建设工程选用终端
生化处理模式，采用厌氧 /好氧和
人工湿地的生化处理工艺，主体包
括污水主管网、生态处理池、接户纳
污等项目。共铺设污水主管网 3200

多米，新建处理系统 1套和 13座
玻璃钢化粪池，日处理污水量 90
吨。经过生态污水处理池净化后，出
水的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一级 A排放标准。该工
程直接投资 200多万元，接户率达
到 100%。

该工程完工后，不仅彻底改变
了化粪池漏底现象，改善了村民生
活，还大大改善了村内河道水质，同

时也有效减少了对新路水库的污
染，更好地保护了水源地水质。

此外，杨岙村还实施了生活垃
圾太阳能减量化示范工程。村内产
生的全部生活垃圾经保洁员上门
收集后，经过分类，可降解部分运
送至该村太阳能垃圾处理站进行
无害化处理，其余集中清运至街道
生活垃圾中转站，经压缩后转至宁
波枫林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进

行焚烧发电资源化利用处理，大大提
升了垃圾的处理效率，改善了村里的
生态环境。

经过治理，村里废气异味少了，污
水乱排现象不见了，村民文化生活也得
到了进一步丰富。新建了中心公园、休
闲绿地等景点，成为了村民休闲健身的
好去处。在日常生活中村里开展的环保
节能活动、倡导绿色消费活动正在成为
村民的自觉行为。近期，杨岙村正在积
极申报创建国家生态村，根据统计，村
民对杨岙村的总体环境状况满意率为
98.5%；对创建国家级生态村的支持率
为 100%。

生态环境 治理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