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亭镇新驿亭村由原新力、

五驿、驿亭三个自然村撤并而成，

是全镇 2 个中心村之一，地处上

虞至余姚交通要道，距上虞城区

4.5公里，区位优势明显。全村常

住人口 2128 人，在册户口 1659

人，共有农户 521 户。近年来，新

驿亭村在积极进行小城镇综合治

理、“五星 3A”创建、文明村创建

过程中，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

宜居宜赏，重新焕发出江南千年

古镇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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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
魅力和时代风采，是党在新时
代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命题。

虞山舜水，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人文资源丰富，散落其间的
行政村不仅承载着历史文化厚
土，又与秀美的山水风光交相辉
映，风采独具。从 2023 年 5 月
起，区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
学习委和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开
展《上虞文史·百村赋》大型系列
宣传报道活动，全面梳理挖掘全
区行政村中最富有特色的文化
遗产、风土人情、人文亮点，讲好
上虞故事，擦亮城市名片，激发
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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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名片

驿亭镇新横塘村位于兰阜山
北麓，地域面积 4.59 平方公里，
内含横塘庙、徐家岙、荪家塔、刘
家、羊角岭等自然村，全村山林面
积 5296 亩，耕地面积 1298 亩。
现有在册农户 544 户，农业人口
1600 人。先后获得过全国人口
普查先进集体、绍兴市平安农机
示范村、绍兴市民主法治村、上虞
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
村、上虞区“五好”基层党组织、

“浙里兴村治社”先进集体等荣
誉。

村庄名片

【杨梅文化 美不胜收】

东汉时，驿亭镇西北有夏盖湖，东南
有渔浦湖，两湖之间建有一条东西向的堤
塘，名横塘；晋朝时上虞县令周鹏举乘白
马入湖而不出，人以为地仙，改渔浦湖为
白马湖，乡人为纪念周鹏举而建横塘庙，
之后因庙成市。唐长庆年间，白马湖受春
潦暴涨，乡民辟夏盖湖以疏白马湖之水，
并在湖周边修堤防、筑堰闸，其中在湖东
北筑横塘通一沟，以达灌注。以上各种说
法，皆将“横塘”地名的由来指向了白马湖
古代水利民生。

新横塘村的人家开门见山，这座山就
是兰阜山。兰阜山海拔 314米，为驿亭镇
境内的第二高山。古时山中蕙兰独盛，故
名。此山土壤富硒，山下出两条终年不涸

的清涧——浪溪和荪溪，荪溪为白马湖
重要源头之一。优越的生态环境，

使得兰阜山周边成为上虞二都杨梅的核
心产区。二都杨梅被誉为“越中果品第一
案”，新横塘村旧属上虞二都，至今仍以杨
梅为主导产业，家家都种植品质出众的杨
梅，是上虞“四季仙果之旅”中的重要片
区，其中羊角岭村有一株苍硕无比的白沙
杨梅王，所产珍果曾作为清朝贡品，从这
棵古树上嫁接出去的杨梅苗已经遍布横
塘的各个山头，子孙繁衍，次第成林，形成
了上虞水果中的最独特品类——二都水
晶杨梅。

每当杨梅成熟的 6月，兰阜山上果实
累累，横塘村里车水马龙。绿海红波的山
水田园风光，美不胜收。

【红色记忆 历久弥新】

兰阜山是四明山支脉，新横塘村区域
为半山区复杂地势，又占据虞余交通要道
的险要处，在革命战争时期，广大群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
了血雨腥风的洗礼，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

抗日战争中，日寇在距横塘不远的五
夫设立据点，经常骚扰上虞余姚两县百
姓。浙江省临工委派人来上虞建立党的
领导机关，以便开展广泛、深入的对敌斗
争，考虑到兰阜山下的徐家岙村环境隐

蔽，群众政治基础好，又离浙东四明山根
据地较近，于是在1939年5月将刚成立一
年的上虞县工作委员会转移至徐家岙，以
村里的兰阜小学为掩护开展工作。县工
委书记傅志评、委员陈树谷、罗振声、诸觉
等人密切配合，四处活动，另有几名教员
在学校一边教书一边进行党的工作。同
时，还建立了中共徐家岙支部。这一时
期，徐家岙成了上虞党组织的心脏。

1944年初春，浙江反顽自卫战进入游
击阶段。抗日民主政府上虞办事处在县
大队的保护下，流动到离日军五夫据点只
有1.5公里的徐家岙宿营，由于敌特告密，
五夫的日伪军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兵分三
路包抄到徐家岙，占领制高点，妄图一举
围灭我党指战员和县办事处干部，徐家岙
突围战就此打响。县大队的指战员一边
掩护县办事处安全撤离，一边夺取有利地
形进行奋勇还击，在这场正面阻击敌人进
攻的战斗中，县大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共

击毙敌营长以下30多名，而我中队指导员
俞菊生和副班长杨友贵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

从烈士倒下的那一刻起，徐家岙的那
座小山头就传颂开了革命年代的英雄之
歌。徐家岙的百姓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小
山岗上，从此那里就成为一代代横塘中小
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又有乡
贤和村民共同出资三十余万元，将徐家岙
烈士墓园区修葺扩大，使得这部“甘洒热
血写春秋”的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乡贤精神 引领共富】

兰阜山下的横塘老街，古时候是驿亭
通往县城丰惠官道中段所在，在这条水陆
兼顾的交通线上，民国二十四年由乡民集
资重修的永丰桥是仅存的几处遗迹之一，

“重修永丰桥碑记”原碑尚在，开篇引用了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宗旨，指出“衣食住行”

为民生四大要素。
在历史长河中，民生问题一直是横塘

人心中的喜与忧。横塘老街历史悠久，历
来是虞南山货与虞北水产品交易之地，故
而饭店、旅馆、理发店、衣帽店等服务性店
铺较多，更有米行、酒行、竹业坊、木业坊、
铁匠铺等一批专业商铺和作坊。横塘人
吃苦耐劳又头脑灵活，俗称“百作师傅”的
能工巧匠不在少数。近代旅沪驿商中，还
出现过像横塘村刘家刘祝三、刘兆科这样
的标志性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横塘庙一直是横塘
乡、横塘公社的所在地，与民生相关的配
套设施相对齐全，但作为半山区，横塘地
处偏远，道路崎岖狭窄，“行”成为民生中
的最大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百横公路

（百官-横塘）建成通车，20世纪90年代百
二公路（百官-横塘-二都）延伸通车，2000
年又进行了路面硬化，从而节省横塘人的
进城时间，更是在杨梅时节缓解了交通拥
堵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新横塘村乡贤正在以
自己的力量反哺家乡。今年 88岁高龄的
驿亭乡贤、清华大学老教授贾松良，从小
生活在新横塘村的徐家岙，他与夫人叶德
培毕生节俭，持续将积蓄用于家乡的公益
事业，从最早捐赠横塘小学日常教学设
备、助修徐家岙村道，到捐建驿亭镇中心
小学体育馆等，已累计捐款达数百万元。
在乡贤精神的感召下，一些致富的新横塘
村人也情系桑梓，想方设法地助力家乡发
展，带动乡亲们追寻“共富梦”。驿亭镇新
乡贤联谊会会长王建均今年6月在村里投
资了一条杨梅汁标准化生产流水线，进一
步提高杨梅附加值，延长杨梅产业链，带
动周边杨梅种植户共富增收。新横塘村
不但多了一家杨梅企业，更是从此多了一
个“虞之梦”，这个梦，就是共富之梦。

通讯员 经辉 文 特约摄影师 刘育平 摄

［新横塘村］ 杨梅滋味美 红色记忆深

白沙杨梅曾作为清朝慈禧太后贡品。

中共上虞县工委机关旧址一一兰阜小学

【千年运河文明孕育的诗路驿站】

在新驿亭村的东首，有一棵硕大的
古樟树，大树的北侧，就是汩汩东流的虞
甬运河，老樟树就像是村庄的守护神，见
证了运河文明孕育下一个“诗路驿站”的
兴衰变迁。

虞甬运河作为浙东古运河的重要一
段，全线贯通于两宋时期，新驿亭村地处
杭州至宁波古驿道的中心位置，官府公
文传递曾在此换马，虞甬运河开通后，又
在运河堰坝旁建造房子，设置驿站，驿亭
也因此得名。浙东运河全线贯通后的巨
大航运功能，迅速壮大了驿亭的交通区
位优势，催生出从古至今多种交通态势
在这片土地上的多元化呈现。远的不
说，1913 年萧甬铁路宁波至上虞段率先
通车，驿亭站建成营运，使得驿亭成为全
省最早有火车经停的村庄之一。近二三
十年里，伴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不断涌
现，杭甬高速公路、新杭甬运河、杭甬高
铁等又纷纷从驿亭村境内穿过，它们和
古运河一起延续着“浙东唐诗之路”的岁

月光芒，也使得新驿亭村在这条世界“线
性文化遗产”之路上拥有着一张独特的
身份牌——诗路驿站。

清代戏曲家丁鹤诗云：泥泞百官渡，
逢 人 问 驿 亭 。 湖 连 天 际 白 ，山 向 雪 中
青。带湿衣偏重，冲寒酒易醒。十年往
来路，犹是旧飘零。20世纪 20年代初的
萧甬铁路驿亭站经常会有像夏丏尊、朱
自清、丰子恺这样的“火车教员”上下车，
他们乐此不疲地往返于宁波上虞间教
书，享受的正是这种“诗路驿站”所带来
的便利 。

【百年春晖文化催生的梦想家园】

今天来到新驿亭村寻古探幽的游
客，一定会去走走驿亭老街，想象一下当
年这条运河老街的商贾繁盛。由西往
东，驿亭坝、龙涎桥、云庆桥等古迹历经
岁月风霜依然可见。

驿亭人勤劳、善良、朴实，原住民中
李姓为宋代名相李光的后裔，近代以李
济生、李升伯父子为著，李家统领沪上纺
纱业半壁江山，李升伯被誉为“新中国纺
织机械奠基人”。经姓人家聚居在运河
老街的东南部，上虞经氏的发端亦始于
经纬，经纬曾为上海滩钱业巨头，他大行
慈善，经世济民，多次被清廷嘉奖，其子
经元善继承父志，不但成为洋务运动的
著名领袖，更因创办经正女学而开中国
女学之先河。

当年在乡贤们的带动下，重修驿亭
坝、引进西洋路灯、设立“水门汀”垃圾

箱、开办电报邮局，使得驿亭拥有“浙东
小上海”之称。驿亭人还开办了敬修小
学和凤山小学，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经叔
平的父亲和著名教育家、金石书画家、社
会活动家经亨颐都是从敬修小学走出去
的。经亨颐为“一洗从来教育之积弊”，
更是与陈春澜、王佐等上虞先贤一起创
办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春晖中学。

在春晖中学筹创阶段，敬修小学成
为筹备办公处，董事会经常在小学内的

“芳社”中举行，于右任、柳亚子、何香凝、
陈树人等一批民主革命前辈纷纷到驿亭
访问指导，经亨颐还为小学扩建了具有
欧洲瑞典式的教学楼，推行现代教育试
验，故而驿亭敬修小学又被人称为“小春
晖”。一百年来栉风沐雨的春晖办学之
路上，驿亭人思想和观念也在发生着潜
移默化的转变，一个理想的家园应该就
在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上佳处。

【十年乡村振兴展现的宜居画卷】

新驿亭村与上虞主城区近在咫尺，
可谓是城市“近郊”，从市区到新驿亭村
的新街——驿新中路生活街区，只需要
七八分钟车程。新街长约五百米，铁艺
路灯、木质花箱沿街设立，两侧是墙面统
一装饰的住家，间杂着各种百货超市、菜
市场、餐饮店、快递站，上虞人民医院医
共体驿亭分院、农商银行驿亭支行、电信
营业点、镇中心小学、镇中心幼儿园等单
位也都分布在这片新生活街区的周边，

给村民们带来了较大的生活便利。新驿
亭村虽然尚未做过明确的古镇保护和商
业开发计划，但经过 2018 年浙江省小城
镇综合治理试点改造后，整体环境已有
很大的提升，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素养也
有了明显的改观。

时光倒流到十年前，古运河的水上
客运功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驿亭火车
站因铁路提速而关停，驿亭人去城里只
能靠一条既狭窄又破烂的百驿公路。近
年来，相关部门对这条公路进行了几次
拓宽油化，并增开了公交线路。随着近
十年间上虞城东区块的相继开发，村庄
与城市的紧密度进一步提升。

白马春晖国家 3A 景区的打造，也将
文化的力量回馈给新驿亭村。2010年村
中的经亨颐故居“敬修堂”被列入上虞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春晖中学旧址
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政
府和文旅部门抓住机遇，加大了对环白
马湖沿线村庄环境整治和景观打造的步
伐，新驿亭村也因此受益，老街上的灯更
亮了，古运河里的水更清了。经叔平事
迹陈列馆、乡贤会客厅等一批文化设施
先后启用，小学生们弘扬爱国爱乡的经
氏文化，争当敬修好少年；幼儿园小朋友
们走进老街，探索运河文明，感知家乡变
化。慕名而来的春晖校友和外地游客也
会走到新驿亭村，去春晖文化的源起之
地——古运河边的那棵大樟树下怀古思
今，去老街上欣赏浙东运河古镇里最具
特色的表演项目——鸬鹚捕鱼。近期又
有上虞书画院、上虞作协的文艺工作者
踏上新驿亭村的土地开展各类“艺术乡
建”，在这种乡土文化对故地的反哺过程
中，新驿亭村正告别千年历史长河中的
沉与浮，与时俱进地融入一幅美好的时
代画卷中。

通讯员 经辉 文 特约摄影师 刘育平 摄

［新驿亭村］ 诗路驿站故地 春晖文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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