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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绿成金，逐梦山水间
“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夏日的一场大雨过后，安吉鲁家村
的绿意更浓了。“嘀——”伴着悠扬的鸣
笛声，网红观光小火车载着游客出发
了。沿着4.5公里的铁轨，小火车穿行
在农田、竹林和茶园间，串起18个家庭
农场……

嫁到鲁家村30多年，担任村党委
副书记、村委会主任12年的裘丽琴，得
空总喜欢站在村两委办公楼的二楼，欣
赏眼前这幅令人心旷神怡的村居图，眼
神里写满幸福和欣慰。

一次次深入基层后，习近平同志提
出，要破解农村的问题，首先要从农村
环境问题入手，这也是他给浙江“三农”
干部布置的一大课题。

20年来，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
鲁家村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将
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进而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作为亲历者，更是建设
者，每每聊起鲁家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能引发裘丽琴很多感触，“因为这是
鲁家村的成长故事”。

20多年前，鲁家村还是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山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曾
在全县卫生考核中排倒数第一。脏乱
差成了鲁家村的标签，村民甚至编了顺
口溜：“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蚊蝇
满天飞，臭气四季吹。”

聊着往事，裘丽琴带记者来到村委
门口，一边示意看不远处的房屋，一边
翻出手机里的旧照片。“这是以前的破
旧农房，你看照片上还有人在门口倒脏
水。”指着照片里的破屋子，裘丽琴心情
复杂，从年轻时嫁入鲁家村，到中年时
成为村干部，她面对的一直都是个环境
脏乱差的落后村。而彼时的安吉，随着

“千万工程”的实施，不少村已率先整治
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家园，这让裘丽琴
很是羡慕。

2011年，裘丽琴与村党委书记朱
仁斌走马上任。经商出身的朱仁斌眼
界开阔、敢想敢干，而裘丽琴则心思细
腻，擅长做群众工作。新班子上任后的
第一个目标就是大刀阔斧改善村庄环
境，恢复乡村的绿色底蕴。

第一步从何走起？村干部每天在
村里转，边走边看边问，最后盯上了一
件小事——垃圾入桶。“整个村连个垃
圾桶都没有，环境怎么会好？”裘丽琴觉
得，垃圾入桶看似小事，却关乎村民生
活方式的变革。于是，村干部垫付资金
购买垃圾桶，每25户一个。

然而，要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谈何
容易。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成了摆设，村
民依旧把垃圾往路上扔、往河里倒，还
有人抱怨：“扔个垃圾还要来管，村干部
真是吃饱了撑的！”裘丽琴有些委屈，却
也不恼：“村民是没有看到变化。只要
干部作出表率，村民就能从变化中看到
村子的未来。”

那些年，她经常带着村干部下河捞
垃圾、扫村道、入户宣传。即便常常吃
闭门羹，隔天她依旧满脸微笑地去走
访。渐渐地，村里没了垃圾，垃圾分
类成为村民新的生活方式，裘丽
琴也被村民亲切地称为“裘
妈”。截污纳管、修整
外立面、改造厕所、扩大
绿化……在浙江全面启动
美丽乡村建设两年后的2013
年，鲁家村终于摆脱了脏乱差。
它像一个窗口，见证着浙江农村生态
环境的变迁。

村庄环境变好了，但产业发展依旧
没有起色，大部分村民还是选择外出务

工，“种一年田，赚两三万元，不如在城
里打工。”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没有打通，城乡差距难以缩小，农民就
无法安居乐业。就在2013年，为了巩
固环境整治成果，鲁家村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商讨出路。现场你一言我一语，
有要发展种养业的，有想引进工业企业
的，也有人觉得乡村旅游才是出路。“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我
们可不可以流转全村土地，做成几个家
庭农场发展旅游业？”裘丽琴的提议引
发热烈讨论，最终大伙一致决定要把美
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

说干就干！裘丽琴联系上了在上
海开设计公司的鲁家村人蒋文金，邀请
其为家乡量身定制发展蓝图。3个月
后规划图出炉，18个家庭农场布局错
落、各具风格。紧接着整村土地流转的
难题拦在了面前，这在当时闭塞的鲁家
村算是个“新名堂”，村民意见不统一。
于是，裘丽琴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

“求”土地。碰到难啃的“骨头”，就找上
其亲朋好友一起上门劝说。再不成，索
性带上几个小菜去村民家里“攀交
情”……建设家庭农场的8000亩土地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拿下”的。

鲁家村的“宏伟蓝图”随着县里各
种招商引资活动逐渐为人所知，许多投
资者看到后很心动。首批投资者之一
的果园家庭农场主李诗红说：“眼前一
亮，发展路子很有新意。”很快，规划图
上的18个农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项目。

社会资本的涌入，也带来了乡村发
展的新问题——村民利益如何保障？
2015年1月，鲁家村引入专业旅游公
司，采用“公司＋村＋农场”模式，让村
民也能享受发展红利。“公司占股51%，
村集体占股49%，每年能给村民分
红600万元以上。”裘丽琴说，
这种创新的乡村产业发
展模式，让鲁家村成
为宜居宜业的美

丽村庄。
一辆观光小火车串联起18个家庭

农场，最火爆时，一年吸引54万游客纷
至沓来。为了把游客留下，裘丽琴建议
村民对自家住房进行升级，改造成民
宿、农家乐，增加收入。她和村干部则
上门提供指导，联系设计公司。渐渐
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房车露营基地、火车旅馆、小吃街等新
业态也丰富了起来，村集体资产从原先
的负债150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2.9
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51270元。

空闲时，裘丽琴会陪着来自全国
各地的考察团，乘上小火车感受绿水
青山的魅力与美丽经济的活力。每每
这时，她脑海中总会想起曾经的高光
时刻。2018年 9月 27日，浙江“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授予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
士奖”，裘丽琴作为农民代表站在联合
国总部颁奖台上，讲述乡村变迁的故
事。她感慨，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
正是因为整治环境的基础打得够扎
实、美丽环境的底子够硬实、乡村经营
的模式够新颖，才让鲁家村轮番上演
生动的“创富故事”。

当下，鲁家村正全力打造“强村、兴
业、富民”2.0版，卡丁车俱乐部、“两山”
食堂、向往营地、亲子乐园等一批项目
将陆续落地……裘丽琴和村民正在建
设一个令人期待的新鲁家。

裘丽琴：绿富美的故事翻开新页
本报记者 李世超 共享联盟·安吉 章俊文 袁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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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20年

迎着一场大雨，我们再次来到松阳
县四都乡陈家铺村。村头的停车场依
然拥挤，挂着各地车牌的车辆一直“蔓
延”到入村路上。撑着伞，步行进村。
一路上，说着各地方言的游人不断。路
两旁，曾经的黄泥房依旧散发着历史的
厚重感，但已经被装上民宿、书店、咖啡
屋、文创店等不同形式的“新酒”。身处
其中，你很难想象这是乡村。古朴与现
代，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融合，生机
勃勃。

陈家铺村是一个有着640余年历
史、850米海拔的古村落。过去，因为
山高路远，产业发展受限，曾被当作“整
乡搬迁，下山脱贫”的对象。转变始于
村党支部书记鲍朝火走马上任后。

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丽水
调研时表示：“任何时候都要看得远一
点，生态的优势不能丢。”他还勉励当地
干部：有些东西眼前看没有什么价值，
但今后看可能就是无价之宝。

“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
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
江”。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上任后
的鲍朝火带领村民开启“空心村”的蝶
变之旅。

“以前我们是‘三无’村，没人、没
钱、没资源。”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
峦，鲍朝火感叹，“全村从最初的500多
人到最后只剩40多人，村集体更是债
台高筑。”

鲍朝火曾是走出大山中的一员。
80后的他，16岁那年便外出闯荡。凭
着山里人独有的闯劲和干劲，十余年
间，鲍朝火在城市站稳了脚，成为了年
入百万元的老板。

“看到家乡破败成这样，心中不是滋
味。”2010年的一次婺源之行，让他感慨
万千。当地通过修缮老屋发展特色旅
游，游客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
钱。“同样是农村，我们老家为什么不可
以？”那时虽身处都市，但鲍朝火第一次
对乡村的绿色发展有了初步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在鲍朝火心中不断生
长。2011年，他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秉着为家乡多做事的念头，第二年，他
决定回村竞选党支部书记。没想到第
一个反对的竟是父亲鲍根余，一个当了
27年村支书的“老黄牛”。

“这么偏远的山村要发展，谈何容
易！”父亲从1984年开始担任陈家铺村
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村里的面貌，从
上世纪90年代起便带着村民种起了高
山蔬菜，还养过各类家禽，但最后都只
是昙花一现，村子依然没有富起来。“党
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但没办法，我们村
实在太偏远了。”带着遗憾，2012年，老
书记退休了。

鲍朝火想改变家乡的决心感动了大
家。2013年，接过父亲未了的心愿，在
乡亲们的信任下，他高票当选为村支书。

一个村的复兴谈何容易，在外闯荡
多年累积的经验似乎也没什么用处。
热情褪去，鲍朝火陷入深思：路在何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话
唤醒了浙江人绿色发展的自觉，也给浙
江带来了美丽经济的无限前景。鲍朝
火和陈家铺亦是如此。

鲍朝火决定从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居住环境入手。加宽硬化道

路，连通自来水，拆旱厕、装栏杆，甚至
还给古村装上了漂亮的路灯……曾经
破败的老村，变美了。“现在大家都说
好，但刚开始时，什么都难。”回忆起那
段时光，鲍朝火感觉就在眼前。为了
推进古村改造项目，他曾不厌其烦地
和村民讲政策、摆道理。早上劝、晚上
聊，那段时间鲍朝火把所有精力都放
在了这件事上。

改革的劲风穿过山野，拂过广袤的
松古平原。2014年，陈家铺村成功入
选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此后，
借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东风，陈家
铺村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切入点，本
着“修旧如旧”的理念，村里大力开展

“老屋拯救”，完成了50余幢老屋的生
态修复工作。乡村蝶变在这片热土精
彩上演。

修缮一新的黄泥房在阳光下光彩
熠熠。此时，见多识广的鲍朝火又有了
新想法：独特的自然禀赋和生态资源不
正是谋求发展最好的资本吗？利用自
己在外经商积累的资源，他四处寻找合
适的投资商，探索有效、可持续地变现
乡村资源价值。

破局始于2016年，被誉为“全球十
大最美书店”之一的先锋书店正式签约
陈家铺，命名为“陈家铺平民书局”。书
店给陈家铺带来了大量“粉丝”，当年国
庆假期，游客超过万人。

名声大了，投资商纷至沓来。他又
定下“择偶”标准：要切合地域特色，能

发挥生态资源优势，能带动百姓致
富。精挑细选下，1亿多元的工

商资本注入古村，飞茑集、云
夕MO+、云影心谷等一批

高品质精品民宿先后

在此落地开花。
“老屋”彻底变成了“金屋”。先锋

书店店长立夏说：“书店从开业到现在，
每年的营业额都非常可观，去年的营业
额近200万元。”2022年，村里共接待
游客40余万人次，各业态综合营业收
入共计1900多万元。

如织的游客，不仅带火了民宿、书
店，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过
去几年，村里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该
村50周岁以上妇女实现在村就业。不
少村民主动返乡开起饭店或支起摊子，
卖山里采的山货、自家种的蔬菜和制作
的小吃。在民宿打扫卫生的鲍阿姨，每
个月固定工资就有3500元。她笑称：

“家门口就能赚钱，我把在外打工的老
头子也喊了回来。”

经测算，去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
逾百万元，村民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

“今天的陈家铺村是网红村，那明
天呢？会不会很快就过气了？”面对繁
华，鲍朝火却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一遍遍寻找，似乎已有答案。陈家
铺村以多元化发展为突破，聚集多种业
态，为游客提供更多元更细化更优质的
旅游产品。老屋植入了文创基地、乡愁
食堂、茶文化空间等业态，穿梭古村，就
能与作家、诗人、设计师等不期而遇。
民宿里符合年轻人消费需求的露台咖
啡、甜品台、酒吧等一应俱全。“这里装
修的是马上要开的西餐厅。”鲍朝火指
着一栋正在改造的老屋说。

年轻的店长、管家、设计师从全国
各地来到这个小山村，成了新村民；村
里外出的青年回乡创业就业，成了新乡
贤。“别看我的店小，但生意还不错。”5
月，刚刚大学毕业的鲍雅莹并未选择留
在大城市打拼，而是回到家乡，利用荒
废的牛栏开了一间茶室，路过的游客可
以驻足品茗，也可以带上一包高山茶，
珍藏一季的春味。

回首陈家铺的蝶变之路，我们忽然
发现，生态优势，早已成为推动这个古
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动力”。

夜晚，鲍朝火望着灯火点点的百
年古村说，真没想到，这里真成了“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
想家园。

鲍朝火：焕新古村为你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黄 彦 通讯员 王雯静

鲍朝火：焕新古村为你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黄 彦 通讯员 王雯静

鲁家村商业街所在地原貌。 鲁家村供图鲁家村商业街所在地原貌。 鲁家村供图裘丽琴（左）向记者介绍鲁家村的商业街。 拍友 袁志健 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颁奖典礼上，裘丽琴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颁奖典礼上，裘丽琴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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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出生，浙江
安 吉 人 ，中 共 党
员。现任湖州市
安吉县鲁家村党
委副书记、村委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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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朝火（右）和村民拉家常。 拍友 王雯静 摄

如今的陈家铺村村美景秀，吃上了乡村旅游饭。 拍友 王雯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