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15年10月23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潘孝青张翔

ui bao Tel：6608 1255
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塘下一村RR

今日塘下·塘河风

一口井养育村民500多年“大将爷”挑千斤粮故事流传至今

有山有水有故事
小
南
山
村

■记者 张洵煜

毗邻南山，面积不大，人均产值却很高；一口古井，哺育了村民 500多年，现被修缮为

历史的记忆；五堡宫里的“大将爷”神气威武地挺立着，闪烁着英雄主义的故事依然流传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年轮，追溯小南山村的过去，听听它背后的故事。

原名仙南山，村小人均产值高

一口井养育村民500多年

“大将爷”是村里的英雄

小南山村貌小南山村貌（（陈立波陈立波 摄摄））

在小南山村，有个叫“大

将爷”的名人，他的真实姓名

已不可考，但说起他的事迹，

村里老一辈的人几乎都知

道。“那是我们村的英雄，现

在供在五堡宫里。”该村村民

林康道说。

跟随村民的脚步，来到

五堡宫里，“大将爷”的雕像

赫然挺立。雕像浓眉大眼，

高大威猛，手持宝剑，眼底生

威。据说，清朝年间赋税沉

重，又逢旱灾，村民苦不堪

言。一日，小南山村村民收

集了 500 多公斤稻谷，挑到

瑞安县城交税。眼看着那么

多粮食又要作为税收上交，

自己却食不果腹，村民苦苦

求情，希望收税的官员通融，

免去此次的税收。

“想免税，你们就来一个

人 ，把 这 些 稻 谷 全 部 扛 起

来。”官员指着稻谷，给出这

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来！”人群中，一个身长八

尺的男子站了出来。该男子

平日在村里就以力气大出

名，只见他扎了个马步，两手

使劲一抬，500多公斤的稻谷

竟被挑了起来，大伙儿看得

目瞪口呆。

官员本想以此方式让村

民知难而退，殊不知这男子

竟真挑起了稻谷，只好答应

免去此次税收，村民们高兴

地把这些稻谷又挑回了村

里。此后，该男子成了村里

的英雄，被村民尊称为“大将

爷”，这个故事也一直被口耳

相传至今。村民为纪念他，

还特地修建了他的雕像，与

神明一起供奉。

说起小南山村村名的由

来，村民都道不出个明确说

法来，但大部分人认为是毗

邻南山的缘故。村里老人介

绍，小南山村原名“仙南山”，

大概是因为紧靠南山，环境

宜人，风水宝地，犹如神仙居

住的地方，故取此名。后来，

因 与 仙 岩 某 村 重 名 ，遂 将

“仙”字去掉，又因面积小，叫

着叫着，就习惯称其为小南

山村了。“加个‘小’也没啥不

好，反倒让我们觉得亲切。”

该村村委会主任周锡道笑着

说。

据周锡道介绍，新中国

成立后，小南山村与垟头村、

西南村、北堡村、陈宅旺村、

新居村、东陈村和里北垟村

组成南山公社，上世纪 70 年

代被划为三都乡，90 年代撤

乡并镇，独立为小南山村。

“小南山村面积约 2 平方公

里，是原三都乡8个村中面积

最小的，但人均产值最高。”

周锡道说。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不少

村子仍以农业、手工业为主

时，工业的气息已吹进小南

山村。当时的瑞安市仪表厂

建在小南山村附近，解决了

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这家

仪表厂是国企，不少小南山

村村民在这里上班，觉得很

体面。”周锡道说，该仪表厂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村里工

业的发展。不久，阀门业逐

渐兴起，带动了村民增收。

一直到现在，该村仍有5家阀

门类企业。相关数据显示，

上世纪 90 年代，该村人均产

值在全市一直名列前茅。

小南山村的故事离不开

水。在南山脚下，有一口井，

名叫李宅井，这里的井水哺育

了村民 500 多年。为什么叫

李宅井呢？今年67岁的老人

李德安说，相传 800 多年前，

李家人由福建一带迁来。现

村里李姓人家约占七成，已延

续到第29代。因开凿这口井

的村民姓李，所以这口井就叫

李宅井了。“井水味道有点甜，

每天能打100来斤，以前别村

的村民也会来这儿打水。”李

德安说。

近年来，古井的周围遭到

破坏，村干部近日正忙着修葺

水井，将外围翻新。“这口井对

小南山村的意义重大，它不仅

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小南山人，

更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周锡

道说，目前该村已对该井实施

维护，并请来温州学者为其赋

诗，将这口井作为文化景观保

留。不仅如此，去年，村民还

自发捐款十几万元，将井边原

本坑坑洼洼的山路修缮成石

阶小道，方便村民来此参观和

上南山健身休闲。

视线再转至小南山村的

小南山河。对于村民来说，这

是条神奇的河。老人们依稀

记得，60多年前，瑞安发生旱

灾，温瑞塘河干涸得能走路，

小南山河却一直流淌着。然

而，近年来，小南山河逐渐被

破坏，河面上垃圾成堆，脏乱

不堪。2008 年起，村“两委”

带头整治小南山河，清除垃

圾、修建驳坎、去除污泥，如今

的小南山河恢复了往昔的容

貌。每天傍晚，都有不少村民

到河边散步。

小南山河（陈立波 摄）

修缮好的李宅井（张洵煜 摄）

村民捐款修古井边的山路（张洵煜摄） 五堡宫里的“大将爷”（张洵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