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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棠村的特产就是有名
的志棠白莲，现在家家户户种
莲子，面积约六七百亩。

志棠白莲种植历史悠久，
据《浙江通志》旧通志记载，南
宋乾道四年（公元 1169年），
龙游知县林自立，亲自尝种白
莲，并建白莲桥以示纪念。到

了明末清初，志棠白莲进入鼎
盛时期，到处呈现“十里荷花
别样红”的景观。1933年《中
国实业志》载，龙游县产莲子
4000担，占全省总量 67.5%，
而志棠是龙游县莲子主产区。

2010年 3月，龙游县成功
将“志棠白莲”申报为国家地

理标志；2020年 9月通过国家
商标续展。

眼下，志棠村的振兴，正
围绕这一朵荷花、这一粒莲子
而展开。对此，村里打造莲花
观光长廊、举办“荷花节”、富
硒莲子采摘游、音乐节等旅游
项目铺就共同富裕之路。每

年 7月，来志棠村赏荷花、摘
莲蓬、品莲子酒的游客络绎不
绝，该村已实现家庭平均收入
6万元以上。

以“荷美经济”带动“荷美
文化”发展，如今，志棠村形成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
产业链。“村民钱袋子鼓了，村

集体经济也壮大了。”邵宝良
说，去年村集体收入达 70万
元，今年村集体正在建一个
可接待 100人住宿的民宿综
合体，估计能在今年年底建
成，届时村集体经济将进一
步壮大。

尝美食，
喝莲子酒

莲全身是宝，每个部分都有价值。莲蓬
的莲房煮茶可预防糖尿病；莲子，是国家卫生
部公布的药食同源食品，是安全可靠的保健
食品原料之一；莲心，味苦性寒，具有清心安
神、交通心肾、涩精止血功效。如今，人们对
饮食要求的不断提高，像莲这样绿色、有机、
无公害的农副产品已越来越受人们喜爱。

经过多年的开发，横山镇的白莲产业，其
一产产品主要有新鲜莲蓬、荷花、通心白莲、
荷叶；二产产品主要有莲子酒、荷叶茶、荷饮
料、荷花香精等。

一些农家乐，还以特色的莲子羹、莲子
酒、水晶糕、北乡汤团等美食，招待游客。

“新收千百秋莲菂，剥尽红衣捣玉霜。不
假参同成气味，跳珠椀里绿荷香。”黄庭坚对
莲子汤赞叹有加，在炎炎夏日，被称之为水之
丹的莲子颇受人们的喜爱。

志棠村村干部邵宝良告诉记者，志棠村
有 3 家特色饭店，可为游客提供当地的美
食。其中，“古村风味”有4个包厢、1个大厅，
一次性能接待70来人用餐。另外的“志棠饭
店”“松林饭店”，也可接待南来北往的游客。

每有客人到来，必上一壶清香的莲子心
茶，然后再上一碗新鲜的莲子汤。夏日，茶香
弥漫，再喝喝莲子汤，那个清凉舒适，整个人
仿佛真的升上天在天池沐浴了。说到最有特
色的菜必是“脆皮荷花”，炸起来色香味俱全，
满嘴荷香。莲藕也是一道极佳的清口菜，而
其他的菜上桌，每盘会铺一层荷叶再上桌。

品莲子汤之余，不少游客喜欢喝当地的
莲子酒。

莲子酒采用土法将莲子先浸泡、蒸煮然
后发酵来酿制莲子酒。这种 52度酒精浓度
的莲子酒，根据年份的不同，价格不同，大多
每公斤卖300元至400元。

此外，在龙游北乡，有名的美食，还有北
乡汤团。北乡汤团不同于一般的汤团，它个
大超过鸡蛋，肚圆头尖，皮薄馅多。包汤团
时，是将面团中间旋出一个洞，捏成酒盅的样
子，再用勺子往里面加馅料，收口，最后留一
个尖尖的尾巴。这样代表着会出头啊，可以
过上好日子！之后，把一个个汤团放入锅中，
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再配上酱、
醋、葱、辣椒、猪油等调料，美味就来了，咬上
一口，只觉得皮又糯又软，馅料清爽可口。

除了莲子羹、莲子酒、水晶糕、北乡汤团
等，志棠还有麻糍、莲子糕、红薯饭等美食和
特产。 宗仁

看风景，住民宿
到志棠村，游客在游玩了老街，观赏了古

建筑后，还可以到附近的风景点一游。龙游
县横山镇政府工作人员邵根春介绍，附近的
天池村是由新宅、儒大门、下店、杨家合并而
成，莲子种植面积有 800亩，其中核心区有连
片的320亩荷花。

一到六七月，天池村的连片荷花竞相开
放，从村口延展到村落、山脚，荷田里不时有
白鹭飞掠！田田荷叶，随风起伏，娉娉点缀其
间的粉嫩色荷花，散发着清悠之气。那真是：
接天莲叶无穷碧。

拍照、赏美景后，游客还可以住在志棠
村、天池村。目前，志棠老街有几家旅馆可住
宿，天池村有四五家民宿也可留宿。 宗仁

“以前，在志棠村的附近
有一个百荷园，种了上百种荷
花。”龙游县横山镇政府工作
人员邵根春介绍，目前村民种
的荷花是以产莲子为主的，有
10多个品种，这其中有一种是
当地的老品种，其产的莲子品
质好，但是产量低，还有一种
是太空白莲，这是原志棠镇政
府于1997年引进的新品种。

近年来，横山镇政府陆续
引进了一些新品种，有江西
莲，福建的开白花、红花的莲
子品种，还有是与金华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合作，选育了杂交
一代新品种——“金芙蓉 1
号”“金芙蓉 3号”等。该金芙
蓉系列，是开红花的水果莲，
以卖鲜莲蓬为主。

邵根春说，农户种植的荷

花，基本上以为采摘莲子为
主。当然，有的农户还把藕加
工成藕粉，自己吃或者送亲朋
好友。

目前，横山镇正在打造一
个新的十里荷花观光带，即依
托沿线万亩荷塘、美丽稻田、景
区村庄、农产品集散中心、百
荷园、硒莲液酒厂、纽福来康
养中心、志棠古街等，建设提

升沿线村庄、道路、农田以及景
观节点，配套完善骑行道、步
道、驿站、休憩设施等，通过串

点成线、连线成面，建成为省级
美丽乡村精品线和龙游县美丽
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 宗仁

赏荷花 采莲蓬 喝莲子酒

志棠古村焕新颜
记者 胡宗仁 通讯员 诸葛青 刘一奇 文/摄

十里荷花次第开放，荷田里，有的荷花正含苞待放，有的已经开出洁白的花儿，微风吹过荷叶飘香。6月14

日，记者来到龙游县横山镇志棠村，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荷叶田田、白墙黛瓦的水墨画。

志棠村位于龙游、兰溪、建德三县交界处，以北面的天池山为靠山，东南以大麦山为案山，模环溪流经西南。

据民国《龙游县志》(氏族考)载，邵氏先人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由寿昌迁入，距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建

村历史。志棠原名“梓塘”，因村前水塘边曾长有一株梓树而得名“梓塘”，后衍变为志棠。

2015年，该村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村内现存古建筑66处，其中雍睦堂、东陵

侯、席氏宗祠等被列为浙江省文保单位。

赏荷花，品种10多个

在志棠村，最让人眼睛
一亮的是老街的变化。

“今年，村里投入 170万
元，把老街上的青石板路进行
了更新，铺上了平整的仿古石
板，路的一侧还摆放着一盆盆
的荷花。”随行的志棠村村干
部邵宝良介绍，老街的历史悠
久，与许多地方的老街一样，
志棠老街曾一度没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不少
外出打工的人挣到钱了，老街上
的人渐渐在新区盖房子，只剩下
一些老人每日在茶馆闲聊。

“变化开始于村庄的整
治。”邵宝良说，从 2013年开
始，志棠村经过历史文化古村
落保护利用、美丽乡村建设、
小城镇综合整治等多个项目
建设，古村开始焕发新颜。整
治中，村里对重点和濒危古建
筑进行修缮的同时，采用仿古
建筑风格规划建设安置小区，
与村落古朴风貌相得益彰，重
现历史文化古村的风采。

行走在老街上，路面平坦，
两旁的一幢幢老房子粉墙黛
瓦，弥散着明清的雅致。街内

有不少古老的手工作坊，如中
药铺、老理发店、小吃铺等还保
留着，历史沧桑随处可见。

老街内有一座形状为八
瓣荷花须弥座的荷花台和方
形桌，其为村的中心枢纽。据
考证，明朝时，精通地理风水
的先祖邵世金在设计志棠村
分布及街区走向时，以耕耘莲
田的犁头形状来规划，布置了
18个犁头形为村庄道路交接
口，并在中心街区犁头上修筑
荷花台和方形桌。

村里的雍睦堂、席氏宗祠

较为出名。雍睦堂始建于明
嘉靖 8年，后历代皆有修缮，
第五进为清末重建。该建筑
坐北朝南，五进三开间，通面
阔 13.3米，通进深 57.5米，总
面积 594平方米。该建筑门
厅及走廊设彩绘天花，天井皆
用规整青石铺筑，使用牛腿
承托出檐。雍睦堂内，飞檐
斗拱，雕梁画栋，古朴高雅，
尤其那一根根粗大挺直的柱
子，令人赞叹。

欣赏了雍睦堂，还可参观
席氏宗祠。据了解，席氏家族

原居安徽桐城淡竹村，宋末始
迁志棠，清朝初年建席氏宗
祠。走进其间，三进三开间，
坐西北朝东南。前后廊柱上
有牛腿，保存完好，屋顶望砖
完整。

邵宝良告诉记者，焕发新
颜的老街成了游客的打卡点，
古朴、典雅的老街，吸引了一
批批游客来此游玩。2018年
8月，电影《卡尔遇奇记》还慕
名来志棠取景拍摄。

老街在变，村里的产业也
在逐年提升，做大。

志棠老街华丽转身

“荷美经济”带动“荷美文化”

志棠古村新景之连心桥。

▲村里的雍睦堂较为出名。 ▲志棠白莲种植历史悠久。

▶行走在老街上，路面平坦。

周末下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