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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赓续——

“祖望故里”用心打磨金名片

在暮色四合的傍晚抵达沙港村时，散发着银辉的白玉
盘已高悬在辽远的天际。

下车后，沿着南塘河至谢山路往南步行数分钟，一行人
便到了一座坐北朝南的清式民居门前。院门面河而开，门匾
上书“全祖望故居”5个金色大字。登堂入室，信步而行，从北
侧的“全祖望纪念堂”到东侧的“齿德堂”，再到居西的“谢山
书院”，人们便会对故居主人跌宕起伏的一生了然于心。

作为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
全祖望享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的美誉。这位史册
上赫赫有名的博学大儒，人生坐标的起点就是沙港村。

今年是全祖望诞辰 316 周年。300 多年间，全祖望刚
正不阿的风骨气度和融会贯通的治学成就，备受后世敬仰
和推崇。对一代又一代的沙港村人而言，他们以生长在

“祖望故里”而骄傲，为自己是全氏后人而自豪。这种文
化自信一直延续到今天。

早在2013年，沙港村就投入300多万元，修缮和扩建
全祖望故居及纪念堂、村情村史陈列室。远在异乡的全氏
乡贤纷纷出资相助。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捐款，重修延
续1000多年的《桓溪全氏宗谱》。

2015年，在全祖望诞辰310周年之际，沙港村举行了首
届全祖望文化节。截至 2020年 10月，全祖望（史学）文化节
已成功举办三届。几年来，全祖望文化节通过一系列多姿多
彩的文化活动，不仅全方位展现了“千年洞桥，祖望故里”的
经久不息的文化魅力，也营造了深厚浓郁的先贤文化氛围。

“每一届文化节都热闹非凡！”沙港村党总支书记全华
钧操着一口浓郁的乡音激动地说，“借助全祖望文化节的
东风，‘史学大柱’全祖望的文化影响力更大了，海内外
全氏宗亲走动更多了，沙港村乡贤的凝聚力也更强了！”

第三届全祖望文化节期间，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有24道
海鲜美食的饕餮盛宴——“全公宴”。这是沙港村乡贤、罗曼
丽舍董事长罗世军所在团队以全祖望诗词中提到的宁波海
鲜作为食材，创新推出的江南文人宴。“‘全公宴’将历史文
化名人的生活情趣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餐饮美食完美结合起
来，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资深“全祖望迷”罗世军说。

村容整洁——

“担保贷款”雪中送炭显担当

“溪上盛时，碧瓦朱甍，翚耸鳞比，望之如神居。”这
是全祖望对那个时代的故乡——沙港村的动情描述。

如果全祖望穿越时空，回到现在的沙港村，他会看到
怎样的乡容村貌？

“南塘水悠悠，木船影中游”的古典诗意犹存；宽敞
的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档住宅区整齐排列；数百亩的
生态观光型现代农业园里，瓜果好吃更好看……置身沙港
村，人们常常会觉得这里不像一个传统乡村，更像一个现
代化的城市社区。

所有沙港村的村民都知道，村子今日之风貌，与新乡

贤们反哺家乡的努力密不可分。
“2012 年，沙港村在启动新村建设时，需要大量资

金。但因村级经济困难，又没有可抵押资产，只能向银行
贷款。全伟民、全佩忠、许建斌等乡贤知情后，以个人企
业作担保向银行贷款累计1亿多元，解决了资金难题。新
村二期建设时，全伟民又用个人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款
借资给村里使用，使新村建设顺利开展。”全华钧说，新
乡贤们对沙港新村建设功不可没。

如今的沙港村，除了高档住宅区，全祖望故居、甬上
名人陈列馆沙港分馆、谢山书院、双韭山房等一个个地标
性建筑成为乡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港村之美还在田野里。春天里，除了河渠边落英缤
纷的各种花朵，绿油油的秧苗插满了稻田，黄灿灿的油菜
花开遍了田埂。鸟语花香中，人们开始了新的耕耘。

但鲜为人知的是，一直以来，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
发严重制约沙港村农业发展。为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沙港
村乡贤理事会积极出谋划策。近年来，以实施农村土地集
中委托流转为契机，沙港村重点对该村500亩土地实施改
造。乡贤理事罗圣军投资300万元在沙港村建造现代农业
园，发展生态观光型农业。

乡风文明——

“草根讲师”春风化雨润人心

“这次召开的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规划和一个目
标。规划是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目标是 2035 年远景目
标。”去年10月，在沙港村文化大礼堂里，乡贤夏永元用
地道的宁波话，向台下的党员授课。授课的内容是他在浙
江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中学到的“满满干
货”，接地气的宣讲方式不时赢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草根讲师”夏永元是洞桥镇“金牌名嘴”。今年71岁
的他曾是一名企业家，退休返乡后，他自愿义务当起了纠纷
调解员和政策宣讲员。近些年，他自己也记不清调解了多少
邻里和家庭矛盾，在基层义务上了多少堂政策宣讲课。

为满足笔者的好奇心，夏永元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提
包。一张入党宣誓词、一册“党员党性体验手册”、一沓
写在各种纸张上的手写讲义、一本记录得满满当当的学习
笔记本……这些扎实的“备课”是夏永元站在简朴的农村
宣讲台上的自信和底气。寒来暑往，在夏永元润物无声的
讲解中，更多洞桥镇的村民心中有了光、脚下有了路。

夏永元还发挥自己爱好文艺和创作的特长，创作主题
情景表演、小品、快板等，宣传“五水共治”、展现乡风
文明。夏永元曾荣获“宁波市十大宣讲员”称号，他的党
课教案还入选全省优秀基层党课教案集。2020年，他被评
为浙江省“最美文化礼堂人”。

“新乡贤有社会声望，又有地熟、人熟、事熟的特
点。他们还能协助镇村调解民事纠纷、促进矛盾解决，在维
护社会稳定中起润滑剂的作用。”洞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乡贤文化在洞桥镇深入人心。在沙港村乡贤理
事会的引领示范下，洞桥镇及下辖各村镇纷纷成立乡贤理
事会。各路乡贤在家乡集结，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冲锋号。

“尽退休残阳之力，乐在其中！”洞桥镇乡贤崔建设在
乡贤理事会微信群里的感叹，在乡贤中引发广泛共鸣。

在福建省泉州市古城西街的究史巷旁，坐落着一座两层高的“四连体骑
楼式”洋楼，颇具闽南华侨建筑特色，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平日里，这座
洋楼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它的建造者是菲律宾华侨蔡光来。

蔡光来的孙子蔡耀豪、蔡耀祖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讲起这座近百岁
洋楼背后的故事，老人们感慨不已：“物质的东西不知何时消逝，爱国爱乡的
华侨精神则是永恒的。”

如今，洋楼一层走廊已被改作店铺，仍可见支撑阳台的红砖立柱。二层4
个阳台呈西式风格，洋气的窗户形状、雕花与闽南红砖相映成趣。各阳台上
方的屋顶上仅一处“里传芳”题字保留，其他三处，字迹已难辨别。

“这是‘肖里传芳’。”住在洋楼对面的庄老伯给了提示，“我 1940 年出
生，从小在西街长大，印象深刻。”另外三组分别是“青阳衍派”“飞来别
墅”“清平小筑”。题字上方还雕刻有展翅雄鹰，可惜也已模糊不清。“当时，
这种骑楼式的番仔楼很少。一到雨天，行人纷纷到阳台下避雨。”他说。

“洋楼建于上世纪30年代。当年，如果从古城钟楼漫步至西门城脚，除了

开元寺的东西塔、西古楼以及西街礼拜堂外，整条西街的临街建筑基本是一
层的砖瓦厝宅，西街头这座洋楼就显得有点‘鹤立鸡群’，给古城西街增添了
一道侨建洋楼的景色。当时的西街人称呼这座楼‘天来伯的番仔楼’。”蔡耀
豪近日在其祖父诞辰150周年之际写下一篇《耄耋之孙怀祖》，追忆祖父。

蔡光来为何被称为“天来伯”？据蔡耀豪介绍，蔡光来于1871年生于泉州
古城北门外双阳山下肖厝村。年轻时，他家境贫穷。为了生计，蔡光来忍痛
告别家人，漂洋过海到菲律宾马尼拉做劳工。奋斗打拼了几十年后，蔡光来
成为一家鼎锅厂的老板。

“祖父思念家乡。他积攒了一定财富后，萌发了返乡创业的念头。他将名
字‘光来’改为‘天来’，即顺应天意而来，蕴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含义。”蔡耀豪说。

蔡耀祖介绍，祖父归国后不忘本，乐善好施，常赈济贫苦，也积极资助
亲友出洋谋生。父亲蔡钦成从小耳濡目染，传承了祖父的爱国爱乡精神，在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

蔡耀豪、蔡耀祖兄弟俩小时候在菲律宾生活，于1941年回国。作为第三
代华侨，他们不断教育子孙，要传承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爱业、爱俭”
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历经百年奋斗发展，已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强起来’。祖父所建的洋楼也见证了泉州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蔡
耀豪感慨说，家中子孙有幸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尽所能、奋发打拼，如今
已是事业有成，安居乐业。

近年来，泉州古城保护提升项目持续推进，部分街巷已经重新焕发生
机。两位老人期待着，古老的西街以及祖父留下的洋楼能得以保护修缮，留
下海外游子的记忆和乡愁。 （据《泉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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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港村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下辖村，是
浙江省首批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之一。连接唐
代水利工程它山堰的南塘河穿村而过，逶迤奔流。
在这个面积仅有1.9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700人的
浙东古村落，新乡贤是近年来活跃在乡村振兴第一
线的坚实力量。

新乡贤并非都是“本村人”，但却都是“热心
肠”。修缮和扩建全祖望故居，连续举办全祖望文化

节系列活动；为沙港村新村工程建设担保贷款1亿多
元，协助化解拆迁矛盾；用乡音宣讲党的政策、传
递党的声音；大力实施易涝土地改造，发展生态观
光型农业；积极开展扶贫帮困的公益慈善活动……
新乡贤用心用情用智，竭尽所能为沙港村发展建设
添砖加瓦。

2019年5月，沙港村乡贤理事会率先在洞桥镇成
立。在新平台上，新乡贤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泉州百岁洋楼
留住侨胞乡愁

陈 灵

今夏海南省琼海市早稻长势喜人，目前已基本收割完毕，农
民已经投入晚稻插秧。图为近日，琼海市嘉积镇桥头村的农民在
田间进行晚稻插秧。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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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琼海：：晚稻插秧忙晚稻插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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