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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春节见闻春节见闻

2月9日，除夕。暮色下的云海早早笼
罩了胡家坪。这里是杭州淳安县西北山区
的王阜乡高山村，海拔将近 1000 米，距县
城82公里。

从村头往西北走上900米，是一栋三层
小楼，二楼窗边钉着一块簇新的木制招牌：云
上民宿。我们进门时，56岁的占家树站在凳
子上小心翼翼地贴着春联。

很少回村的大女儿方香带着一家三口
从临安返乡：“这两天我女儿在村口新建的
幼儿园玩耍，可高兴了。”方香惊诧于小村
的变化。

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老伴方小玲张罗
着一家七口的年夜饭：千岛湖鱼头、清蒸螃
蟹、油焖大虾⋯⋯十多道家常菜，氤氲着热
气端上了桌，特意盛在新盘子里。方小玲
说：“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村过年，要讲究一
回。”——这是占家定居杭州临安十余年后，
第一次回到千米高山上的老家过团圆年。

最后一道清炒莴笋出锅，占家树的儿
子方彬就迈进了门。他在1公里外的滨江
云顶桃源度假酒店上班。占家树刚落座，
手机就响了：“您好，春节期间有房间的。您
带家人来玩吗？没问题。”老占扭头吩咐儿
子：“正月初三到初五，再准备两个房间。”

喷香的米酒走了一圈，老占起了话头：
“两年多前，胡家坪还是‘住得最高，钞票最
少’！”⋯⋯

坪者，山间平地。但空间逼仄、地瘠民
贫，“不养人”。全村500多人，超过半数在
外面打工。去趟县城，来回得走16公里山
路。山高坡陡，车子开不进来，农产品就出

不了山，进不了城；山顶的绿水青山，也很
难转化成“金山银山”。

从大山里走出去，是占家树这一代人
最大的心愿——1990 年春节前，22 岁的
占家树背起行囊，翻山越岭来到省城杭州，
干过泥水匠、装修工、出租车司机⋯⋯在外
兜兜转转 30 多年，定居临安后，占家树把
母亲也接了出去。“从那以后，就没回村里
过过年。”胡家坪村的老宅，就此闲置了下
来，但锁在老宅的乡愁常常飘进梦里头。

更大的变化是从两年多前开始的：

2021 年，为推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省
里为淳安量身定策：加快生态保护前提下
的点状开发。“胡家坪村喝上了淳安探索点
状开发供地的头口水，一期就落实了七八
亩地。”王阜乡相关负责人说，村里把零
散 的 闲 置 用 地 打 包 盘 活 ，不 再 无 地 可
用。同一年，浙江还启动了“新型帮扶共
同体”建设，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纳入
帮扶队伍中。“有了地”的胡家坪村和“想做
点社会事业”的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一
拍即合。 （下转第二版）

一次村企联姻唤得游子归乡

高山村里的团圆宴
本报记者 谢 晔 张 彧 王柯宇 共享联盟·淳安 杨 奇

相比于几年前对“走出大山”的渴望，
现在的胡家坪村村民，更喜欢谈论“重返大
山”后的希望。两字之差，源于获得感和参
与感的双重提升。

过去的胡家坪村，被当地人戏称为“公
路盘山走，家里老两口，门口一条狗”。它
并不缺自然资源禀赋，也不缺勤劳致富的
主观意愿，却因“山高路远”始终困于原地。

而如今这个偏远山村之所以能实现从
“空心村”到“绿富美”的改头换面，正得益
于浙江探索创新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村集体参与、农民受益”的“新型帮共体”共
富模式——政、企、村、民紧密协作，让山村

“绿色资产”变现增值，形成互利互惠、共同
发展的一种新型发展探索模式。

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公益”与“市场”
逻辑的有效耦合。它不但是一种资本下乡
实践，更能推动资本深度参与村庄的未来
发展，具备推而广之的可复制性。

事实上，村企联姻不仅仅只有一种“胡
家坪”模式，在淳安还有明康汇试点的“冬
闲田联农共富”模式、梓桐镇万头羊场项目
的联农惠农实践等。这些逻辑内核相似、
帮扶形式各异的模式，不仅让企业家看到
了回馈乡村、参与公益的空间路径，也让老
百姓看到了可感可及可参与的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农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
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百姓不参与、不受益、不满意，乡村
振兴是没有出路、没有价值的。实施乡村
振兴，并非简单地给钱给物就能成功。需
要在企业与村民、村集体、农业生产之间构
建多重联系，形成相对稳定、多元共赢的合
作纽带，增强本土农民的回归意愿。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像占家树这样的
“回流”村民，已有 60 余人，原先冷清的村
庄又有了年味。我们相信，当无数个胡家
坪村的灯火越来越亮，浙江推进共同富裕
的道路，就能越走越宽。

重返大山的启示重返大山的启示

新春走基层

上图：俯瞰胡家坪。受访者供图 下图：占家树（右三）和家人吃年夜饭。 拍友 詹胜林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群 共 享 联 盟·三 门
陈玲玲）“最近太忙了，每天都有成吨青蟹运
往国内。要不是航空公司舱位紧张，否则能发
更多货。”除夕的午夜，记者连线远在 1.2 万多
公里外的马小龙，他在非洲莫桑比克索法拉省
省会贝拉市养殖青蟹，此刻正带着30多名当地
员工通宵达旦地捕捞青蟹、装箱运输，赶着运
往机场，经过24小时后运抵广州。

同样在除夕夜，在台州三门，马小龙的合
伙人吴伟超经营的三门湾雷迪森广场酒店十
分热闹，马小龙之前发运的一批青蟹已经到
货。酒店的30桌年夜饭预订火爆，不少人慕名
点了来自莫桑比克的青蟹，要尝尝鲜。“这种青
蟹壳薄、肉嫩，口感鲜甜。”吴伟超笑着说，今年
元旦以来，陆续有 1 吨左右青蟹从莫桑比克空
运至三门，专门在酒店内销售。

56 岁的马小龙来自三门亭旁镇马村村，今
年是他在莫桑比克度过的第5个春节。莫桑比
克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时，此刻正好是饭
点，但马小龙顾不上吃年夜饭，忙里偷闲给家
人送上视频祝福，又给双胞胎孙子发红包。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浪潮下，马小龙背井
离乡，来到莫桑比克开发养殖业。2019 年，马
小龙和合伙人一起成立浙江纽洋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在贝拉市承包了 5000 亩养殖塘，先后
投入 2000 多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养殖塘
开发，第二年养殖塘就有了产出。

春节期间，正是马小龙最忙碌的时候，
捕 捞 青 蟹 销 往 国 内、繁 育 虾 苗、扩 建 养 殖 池、跑 政 府 办 理 审
批 ⋯⋯通过航拍视频，记者看到，养殖塘口整齐划一，波光粼
粼。远处坐落着育苗厂、饲料厂、冷冻厂，一座现代化养殖基
地有序运转。

马小龙养的青蟹主要销往上海和广州。在他的指挥下，当地
工人井然有序地捕捞青蟹，并熟练地用一条条红丝绳将青蟹五花
大绑。“索法拉省十分重视我们的养殖产业发展，我去办事，政府部
门都很热情。”马小龙感叹，当地就业机会不多，养殖塘雇的员工很
高兴能来这里工作，可以赚钱养家。

外表淳朴的马小龙，其实敢闯敢干敢拼。到莫桑比克前，他已
经辗转多个国家，从印度尼西亚到马达加斯加，横跨亚非两洲。最
终，找到了可与三门湾相媲美的、处于南纬 20 度的莫桑比克。这
里海岸线绵长，底质含沙量高，气候温暖舒适，常年在 18 至 35 摄
氏度之间，非常适宜水产养殖。“这里用工成本低、租金低，一年四
季都能养青蟹，现在春节国内越冬蟹少，我的膏蟹最高能卖到每斤
168元。”马小龙说。

新的一年，马小龙希望来年春节能与家人团圆，更希望早
日实现青蟹与斑节对虾混养规模化。他计划在福建、广东等
地招揽技术专家，攻克繁育虾苗的难关，大幅提高养殖塘亩均
产值。

马小龙一直惦记着在莫桑比克赛赛市租下的 1.5 万亩养殖
塘，期盼早日开发，不仅能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还可把
其中一部分改造后的养殖塘给当地农民养殖青蟹，带动他们
增收。

三门

﹃
蟹老大

﹄
在非洲度过五个春节

—
—

我在莫桑比克养青蟹

编者按：新春佳节，全省各地都是其
乐融融共团圆的景象。《钱江观潮》栏目今
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浙”里过年，围绕
新年新气象、生活新变化，本报记者奔赴
我省各地，捕捉记录美好生活的图景风
貌、各行各业奋战一线的感人故事，感受
昂扬奋进的时代脉搏。

本报湖州2月10日电 （记者 徐坊 通讯员 张奇） 大年初一
凌晨 5 时，守岁的人们还在梦乡中。湖州 318 国道旁的浙江绿能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欣环卫基地已经灯火通明，一辆辆垃圾清运车
从这里驶向吴兴区各个乡镇。

48 岁的叶明建和往常一样出发了。自从五年前成为垃圾清
运车驾驶员以来，他没有了过年过节的概念。为了保障所管辖区
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他基本全年无休，这个本命年的春节依旧
坚守岗位。

叶明建负责的清运区域在织里镇。这里集聚着 1.4 万余家
童装企业，年产各类童装 15 亿件（套），占国内童装市场的三分
之二。产业的壮大，吸引了 45 万新老织里人在这里生活。人口
多，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也很大，高峰期一天产生垃圾 370 吨
左右。

叶明建第一站来到振兴片区晓河社区的垃圾分类集中点，20
多个垃圾桶已等在路边。看到垃圾量大，叶明建赶紧下车来到车
尾，操纵起升降杆。同车的两名工人则负责推桶、挂桶。在三人的
配合下，用了 20 分钟左右，原本装得满满当当的垃圾桶被清理
一空。

从富民路到长安路，由上百个垃圾收运点连成的清运路线，叶
明建每天都要走上几趟，早已轻车熟路。为提升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织里镇 74 个小区的生活垃圾已全部实
行精准分类“二定四分”模式投放，并开展垃圾上门收运。浙江绿
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投入 22 辆垃圾清运车，在 1500 多个生活垃
圾收运点之间，开通了 22 条垃圾直运“线路”，实现了定点投放到
定时收运的有效衔接。

早上 6 时 30 分，天开始变亮，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逐渐多了起
来，小镇在慢慢苏醒。

叶明建和同事稍稍加快了速度，随着空桶落下，他上前将空桶
推至一边。“我们基本上会在上午 9 时前把生活垃圾全部清运掉，
分类驿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及时把空桶带回去，不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叶明建说，他负责的振兴片区本来设置了两条清运路线，由
于另一条路线的驾驶员有事回老家了，这几天两条路线都交到了
他手里。

“昨天拉了 3 车，今天的量可能差不多。”上午 9 时许，已在路
上奔波了 4 个多小时的叶明建拉着第一车垃圾赶往垃圾处理厂，

“一天差不多20多吨，一直要干到下午三四点钟。”
早在半年前，远在贵州老家的妻子就跟叶明建商量：今年能不

能请个假，回家过个年？叶明建还是没“听话”，但在1月份特地回
了一趟老家。“越是春节越不能离岗，垃圾随时要有人清理，环境干
净、整洁了，大家过节才能更开心。”叶明建说。

吴兴垃圾清运车驾驶员叶明建：

越是春节越不能离岗

本报江山 2 月 10 日电 （记者 林霄
共享联盟·江山 蒋君 王炫尹） 正月初一
早晨，一声声新年祝福萦绕在江山市凤林
镇白沙村文化广场，千余名村民早早地来
到广场，唠家常、送祝福，沉浸在新春喜庆
的氛围中。

“村里早早就通知大年初一要拍全村
福，为了拍照，我特意选了最喜欢的衣
服。”一条红棕色围巾、一顶绒帽、一件藏
青色大衣，今年 80 岁的村民丁增禄精神
矍铄。

“大家看我！3、2、1，新年快乐！”上
午 10 时，摄影师连按快门，定格全村村民
灿烂的笑容。

白沙村是一个高山移民村，原属江
山市廿七都深山里的定村乡。2002 年
初，全村整体搬迁至凤林镇开始异地重

建。2006 年，白沙村组织拍摄了第一张
全 村 福 。“ 那 会 儿 全 村 福 里 不 到 600
人。”白沙村党总支书记郑日福说，今年

是白沙村第三次拍全村福，全村老少聚
在一起，有刚满一周岁的孩子，也有 89
岁 高 龄 的 老 人 ，人 数 达 1100 多 。 郑 琳

怡是土生土长的白沙人，“白沙村的三
次全村福拍摄我都参加了，我的位置也
从最前排，变成了最后一排。全村福见
证了我的成长，我也亲历了白沙村的大
变化。”

2004 年起，白沙村两委开始引导村
民投身食用菌产业和木业产业。到 2023
年年底，白沙村已实现 90%的劳动力在
家门口务工创业。经济的发展，也让小
村越来越宜居。如今的白沙村，篮球场、
游泳池、全民健身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一应俱全。

全村福拍摄完毕，一场健身好戏也即
将上演。上午11时，白沙村新春农民运动
会拉开帷幕。本次运动会共设置了锯木
头、举木头、拔河、羽毛球等8个运动项目。
2005年，白沙村举办了江山市首个新春农
民运动会。经20年普及，江山春运会已推
广到全市的 102 个村，实现街道、乡镇全
覆盖。

1100多张笑脸见证江山白沙村的美好生活

一张全村福 定格幸福年
1100多张笑脸见证江山白沙村的美好生活

一张全村福 定格幸福年

本报龙泉 2 月 10 日电 （见习记者
王啸 通讯员 王剑伟 叶晓龙）“吉时已
到，开窑！”大年初一上午，随着开窑师傅一
声豪气吆喝，甲辰龙年第一窑在龙泉市宝
溪乡不灭窑火广场开窑。可爱呆萌的“龙
小芽”摆件、雕刻龙纹的“腾飞盖罐”、沉稳
秀气的“龙耳瓶”⋯⋯一件件富含“龙”元素
的瓷器“新鲜出钵”。

开窑前，还举行了极具特色的开窑仪
式。古时候，由于成品率很低，每次开窑前
瓷匠都要向窑神行叩拜礼、敬香，祈求烧窑
顺利。时光流转，窑火不灭，传统的开窑仪
式传承至今。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本次制瓷的五股窑，是现
今龙泉境内保存最完整、烧制时间最长的
青瓷龙窑，窑身坡度 21 度，整体长约 30
米，分隔的窑室约 26 间，窑室两侧设有投
柴口，整个窑的外表神似卧龙。

开窑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这次
共有 900 多件瓷器烧出，有龙元素的瓶、
盘、杯、文创摆件等约100件。”龙泉市非遗
中心相关负责人王剑伟指着烧制这些瓷器
的五股窑说。这批瓷器由 40 余名非遗传
承人分别设计、共同烧制，在烧之前，每人

提供大约8种瓷器。
操德炜是龙泉市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

艺研究会副秘书长，也是这次烧窑的统筹
负责人之一。为了确保质量，今天这窑瓷
器都在他那里统一上釉。

“把底部的釉擦干，不然容易烧坏。”以
前，在工作室里，记者和操德炜给素坯多次
施釉、剔釉。烧制前，我们把瓷器装进匣钵

（用以保护瓷器的密封罐），再一件件放进
窑室里，把两侧投柴口封上开始烧窑。

开窑现场，不少游客对眼前的一件“龙
小芽”瓷器摆件很感兴趣。绿中发白，就像
梅子未成熟时，表面覆盖着细绒毛似的颜

色。眼前的这些瓷器颜色正是梅子青。梅
子青也是龙泉青瓷的一大特色。

有些瓷器在烧之前就已经被人预订
了。“大年初一图个好彩头，买来收藏的人
多一些。”“龙小芽”的设计者周文武笑着
说。这窑所有瓷器按照新年活动价售卖，
预计销售额约30万元。

“咣当！咣当！咣当！”几十件瑕疵青
瓷作品被砸成了碎片，集体碎瓷环节随后
进行。原来，只要存在一点瑕疵，龙泉的青
瓷艺人都会毫不留情地将瓷器砸碎，这也
是青瓷匠人世代坚守的传统习俗。据了
解，开窑活动吸引游客近2000人。

大年初一，记者在龙泉体验非遗文化

古龙窑开出龙年首窑

村民在文化广场上拍全村福。 拍友 沈天法 摄

春节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