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统筹：王长善 美编：杨卫萍 校对：姜军

AA07
新时代媒体人的新时代媒体人的““新新长征长征””
““沿习之沿习之路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大型采访活动大型采访活动

沿习之路东线团队探访浙江安吉余村

美丽余村的生态“换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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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村，地处竹乡浙江安吉天荒坪镇西侧，村民
280户千余人，村内群山环抱，竹海连绵、流水潺
潺。近观，绿意盎然；远观，美若画卷。

7月8日9点，“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
国家极点寻访东线报道团队抵达余村，驱车而过，
一栋栋红顶白墙别墅从眼前划过，笔直的中心路
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夏花灿烂。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诞生
地，2005年8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到余村视察，首次提出了这一科学论断。
14年来，全村上下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坚持生态
和经济两手抓，破茧重生，凤凰涅槃，才有了今日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余村。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莹 薛璐 王翠 丁友明
朱昭宇 张艺天 吴绍超 蔡胜文 文/图

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十几年前。
“粉尘滚滚，满目疮痍。”余村村委会主

任俞小平用了8个字形容曾经的余村环境：
因采石矿山体满目疮痍，常年村内烟尘漫
天，溪水污浊，货车轰鸣，还有8名村民因事
故丧命。

“那时全村至少一半以上家庭都有人
在矿区务工，矿山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
本。”曾在矿山工作的余村村民潘春林回忆
起 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村中的情况
时仍记忆犹新，余村靠山吃山，村中办有石
灰窑、水泥厂，曾经红红火火的“石头经济”
让余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度达到310万元，名
列安吉县各村之首，但也因为开矿，村里常
年灰尘笼罩，村民不敢开窗，无处晾衣，种
的桃树不结果了，就连村里的千年银杏树
都不开花了。

钱袋子鼓了，就能幸福吗？牺牲环境
换来经济发展，这代价值得吗？余村人走
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2005年 8月，“两
山”理论的提出，为彷徨中的余村人注入了
强心剂，也为余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拿着全部的 3万元积蓄，潘春林借款
60万元左右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开办农家乐春林山庄。如今，春林山庄已
成为当地知名的连锁品牌，产业涉及旅游、
住宿、饮食、交通运输等，年营业额达千
万元。“现在在余村当农民，不能只会种
地，必须是全能农民，上得了山、下得了水，
接得了客”。

矿车司机胡加兴，从矿厂辞职后外出打
工，干过出租车、小中巴，跑过蔬菜运输，在
得知关停厂矿后，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办起河
道漂流。如今，每年一到旺季，带动村民就
业60余人，最高一天接待近3000人次。

从靠山吃山的“地下开挖”，牺牲绿水
青山换金山银山，余村付出的不只是环境
的代价，还有生命的代价，到如今的发展生
态旅游“地上开花”，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
山银山，余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众志成城
的信心，走出了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相得益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条路，我们走对了。”阳光下，风吹
过，潘春林一脸幸福。

如果说 2005年之前先后关
掉两三个石灰窑是一种自我觉
醒的体现，那么习近平留下“两
山”理论后，余村很快关停所有
矿山、水泥厂等污染企业，坚定
不移大力提升人居环境、发展绿
色项目便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决
心与信仰。

嫁进余村已 5年的陈婷目前
在村委会工作。

我们抵达余村后，在陈婷的
陪同下对村容村貌进行参观。在
矿山遗址处，陈婷随手捡起路边
一个空瓶，一直拿在手里，直到遇
到垃圾桶。“在余村，人人都是保
洁员，连小孩子都知道垃圾不能
乱扔”。

“守护绿水青山，余村主要
做了两方面工作——转变意识
和产业转型。简单说，就是让村
民从口袋富向脑袋富转变，经济
从卖石头向卖风景转变。”俞小
平说，以垃圾清理为例，2013年，
余村率先推行垃圾不落地试点，
实行“定点投放、定时收集”，一
天清运两次，在收集过程中均做

到“垃圾不暴露、转运不落地、沿
途不渗漏、村容更整洁”“这样一
来，既可减少垃圾暴露在空气中
的时间，使空气更清新，也可撤
去村道两侧的垃圾桶，使村容村
貌更美观，所以你在余村是基本
看不到垃圾桶的”。

在余村，也听不到鞭炮声。
2017年11月，余村将“禁燃禁放”
等内容增至村规民约，并通过上
门宣传、农民信箱等方式广而告
之。2018年至今，余村完全实现
零燃放。如今村民家里有红白
事，都是锣鼓代替，喜庆热闹不减
半分，却环保安全。

小到垃圾、鞭炮，大到项目建
设，余村不打折扣地坚守生态红
线。“任何项目入驻余村，都要先
过环保这一关”。

如今，尝到绿色发展甜头
的余村人，不仅不会再去追求
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短期效
益，而且会主动保护美丽乡村
建设成果。“无论人居环境怎么
改变，产业怎么发展，生态保护
是首位”。

44岁的李庆从宁波回到余村
创业已经近 3年，夫妻俩放弃曾
经的百万年薪回到故乡，李庆说，
“因为恋山、恋水、恋家乡”。

李庆开的青之恋舍民宿很
好找，门前一棵千年银杏树枝繁
叶茂、古朴古韵，北欧风的设计
装潢也让它在余村简约时尚，独
具一格。从每一张桌布、每一根
银杏枯枝插花，再到每一间客房
的布置，李庆亲力亲为，追求完
美，“这个店全部花费近 300万
元，住宿价位从600多到900多元
不等，相比农家乐，民宿更像是升
级版，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生
活理念”。

像青之恋舍这样的特色民
宿，余村建成的、正在建设的有10
余家。“我们正在引导农家乐从量
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主要
吸引老年团、观光团，向互补性、
差异性，可满足不同群体消费需
求转变。”俞小平说。

眼界决定高度。绿水青山
间，余村人正在开展新一轮生态

旅游产业布局：进一步放大“两
山”品牌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业态
延伸至教育培训、研学、文创等
行业。“大力开展‘旅游+’，旅游+
体育，修建环村绿道；旅游+康
养，打造康养项目，实现生态农
产品地产地销；旅游+农业，大力
发展观光农业、特色农业；旅游+
休闲，提升河道漂流等游客体验
项目；旅游+研学，承接各类党政
团队、教育团队的活动……山还
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产生的效益
却不同。”

如今，来到余村的各类游客
越来越多，绿色，已成为余村发展
的最强动能，全域，已成为余村发
展的最新目标。数据统计，2018
年，余村接待游客 80万人次，村
集体经济收入 471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44688元。

采访结束离开余村时，夕阳
西下，远山幽静，河水潺潺，突然
下起了蒙蒙细雨。村口雕刻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巨石
在雨水的冲洗下更加耀眼有力。

自觉 从口袋富到脑袋富，从卖石头到卖风景

自强 从生态发展到全域发展

自省 从“地下开挖”到“地上开花”

青山环抱下的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