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党鹏 陈雪波 成都报道

明月村的冬夜，已经很是阴

冷。在善本小筑的会客厅里，却是

一番热闹的场景：十几个人围着长

条桌，吃着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

锅。桌子上摆放的，除了蔬菜、牛

羊肉卷之外，还有面包。面包，是

在善本小筑的女主人郭月家新盘

的土窑里烤制的。

晚上就餐的十多个人，大多数

是“新村民”，他们在明月村有着各

自的民宿、餐厅、陶艺馆、设计机构

等，他们是作家、艺术家、文化创客

等。像他们这样的新村民有100余

名，带动“老村民”一起在村里发展

文创旅游项目70余个。

铁牛村亦是如此。如今，在施

国平团队里，已经有 50 多名新村

民。这些新村民跨60、70、80、90四

个代际，大多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许多人有着海外求学、生活、工

作的经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都

非常优秀。此外，还有300多个候

鸟式的新村民，在铁牛村的乡村振

兴中开展他们的可持续性实验。

无论是在明月村还是铁牛村过

去的日子里，这些新老村民经常聚

集在一起，一边谈论人情世故、天下

大事，一边讨论着乡村的现在和未

来。就像这土窑里烤制的新面包，

弥漫着诗意乡村独特的味道。

用土窑烤面包的新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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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热闹的餐桌上，佐餐

的面包里加了薄荷叶，因此有着

不一样的味道。烤面包的，则是

和郭月一样的明月村新村民——

明庭主理人王健庭。

王健庭是一名设计师，曾经

在清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工

作。2015 年，他和郭月、熊英、宁

远等一些充满着情怀的伙伴，成

为第一批明月村新村民。王健庭

说他除了做设计、带儿子之外，还

喜欢把明月村的大情小事，写在

他的公众号“明庭”里面，很是热

闹的场景。

是什么吸引了第一批新村民

呢？在民宿云章乡居的老板双丽

女士看来，除了对乡村的情怀、与

成都都市圈的距离、明月窑的文

化遗址之外，还因为当初成都的

土地拍卖政策，加上一些税收、补

贴等优惠政策，使得他们这些艺

术家、文化创客能够落户，并安

心、踏实地去做项目、做事情。

于是，在明月村这块乡村土

地上，自从2015年年底开始，生长

出了包括远家、樱园、明亭、火痕

等文创机构。虽然现在不再延续

以前的土地政策，但是这并未阻

挡更多的人来这里创业，寻找自

己理想中的乡村。

与明月村的新村民有所不

同，铁牛村的新村民则是在施国

平带动下，慢慢形成了一个由新

村民构建的新社群。“2020 年，我

来铁牛村找施老师叙旧，被这里

的田园荷塘和多元业态的发展

潜力吸引，我想我也该换一换人

生赛道了。”2021 年，在某跨国公

司任职的郑红梅辞去工作来到

铁牛村，参与到村子的建设中，

闲暇时就会和当地村民一起打

打太极。

2021 年年底，郑红梅在英国

留学的女儿放弃深造机会，也来

到铁牛村成为一名新村民，参

与到当地文旅发展公司的运营

工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麦

昆塔城乡文化研究院院长、铁牛

村总规划师施国平更愿意把这一

群人、这个社区，定位为一群未来

美好乡村的实验员。“明月村的经

验告诉我，人才是乡村振兴真正

的核心。而要让人才长久、稳定

地留在乡村，需要机构化的专业

组织来让专业人才获得职业生涯

的健康成长与广阔前景；需要平

台化的创新创业支持，让各相关

领域的前沿探索者、创业者们可

以在乡村获得充分的支持与空

间；还需要社群化的新老村民融

合社区与生活，来让一线的人才

在乡村也能获得有品质且丰富的

日常消费、教育、精神文化与娱乐

生活等。”施国平表示。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明月村

还是铁牛村，新老村民们都在加

速融合。比如铁牛村每个月都会

开展由新村民主讲、新老村民共

同参与的“铁牛大课堂”。明月

村，也同样有着由村委会组织的

新老村民议事制度。

土窑里的“新面包”

本报记者 夏晨翔 阜平报道

青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

格窗，石板院，黄泥墙……走进

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

村，一座座崭新的民居矗立山

坡，一条长长的溪流穿村而过。

“ 只 要 有 信 心 ，黄 土 变 成

金。”这是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

总书记到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

群众时，对当地干部群众的鼓

励。如今，这一期盼正一步步成

为现实。

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走

访阜平县，走村入户之间，深刻

感受到太行山深处里的“山乡巨

变”。党的十八大以来，阜平县

牢记嘱托，在脱贫致富路上苦干

实干，2020 年实现脱贫摘帽之

后，又继续在乡村振兴路上戮力

前行，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

广的乡村振兴“阜平路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

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

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

习近平总书记顶风踏雪，驱车

300 多公里来到阜平县龙泉关

镇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看望

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

工作。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

总动员令。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骆驼湾

村曾是一个特困村，平均海拔

1500 米，到处是乱石滩，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当时该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只有 950 元，全村贫困

户 189 户 447 人，贫困发生率达

到79.4%。

“山高沟深龙泉关，石头缝

里难挣钱”的山歌，曾传唱了一

代又一代。

“那会儿大伙儿都住破土

房，窗户都是用纸糊的，寒冬

腊月真难熬。”回忆起过去的

贫困生活，村民顾宝青仍然唏

嘘不已。

顾宝青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骆驼湾村看望慰问的第一家贫

困户。当时顾宝青的家只有两

间土房，非常破旧，木头做的房

门已经开裂，窗户用报纸糊着。

靠着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农作

物，顾宝青一家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不足1000元。

如今，顾宝青将自家的土地

流转了出去，她本人也在当地的

一家旅游公司务工，每月工资

2100 元，加上房屋出租等收入，

每年收入达到了8万多元。

而顾宝青一家也已经搬到

了新居，老房子则保留了总书记

考察时的样子，一棵老树、一张

土炕、一个火盆……成为骆驼湾

村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

最好见证。

“俺没事就会来老屋这里溜

达溜达，还会跟游客们唠唠总书

记来俺家的事儿哩！”顾宝青笑

着说。随后，老人还拿出了两张

照片，一张是破旧低矮的老土

屋，另一张照片上她和孩子们站

在新房前笑得格外灿烂。

和顾宝青一样对美好生活

信心满满的还有顾家台村的村

民顾廷科。2012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顾家台村村委会和干部群

众座谈，共商脱贫致富之策。彼

时，老党员顾廷科就坐在总书记

的右手边。

“我当时心里又激动又紧

张。”顾廷科说，“总书记说话平

和，特别平易近人，叮嘱我们这

些党员干部要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

流，齐心协力把我们村搞好。”

为了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顾家台村党支部曾鼓励村民利

用闲置房屋，先行先试发展农

家乐。顾廷科第一个支持，将

自家 5 个闲置房间布置成大床

房和标准间，开起了全村第一

家农家乐。

面对村民们的担心，顾廷科

说：“咱是老党员，总书记给咱

指明了方向，村党支部领着咱们

撸起袖子加油干，日子还能过

不好？”

如今，顾廷科的农家乐越来

越红火，周末和节假日几乎都能

满房，“现在一个节假日挣的钱，

比过去一年都多。”

“一声号令跑三棒，再打一

场漂亮仗。”十余年来，阜平县在

新时代脱贫攻坚动员令的指导

下，交出了脱贫攻坚的“接力

棒”，接续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在乡村振兴这场“接力赛”中再

打一场漂亮仗。

截至目前，阜平县 209 个行

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 10 万

元以上，总收入达1.84亿元。其

中，收入20万元以上的村206个，

占比 98%；50 万元以上的村 162

个，占比77%；100万元以上的村

73个，占比34%。

“一声号令跑三棒”

一排排大棚鳞次栉比，一袋

袋菌棒整齐码放，一个个浅褐色

的香菇似小伞伫立……走进顾家

台村，路边黑黝黝的香菇大棚格

外引人注目。

近年来，香菇已经在太行山

深处撑起了“致富伞”，成为带动

当地村民致富的主要产业。

“现在的收入比往年多了，感

觉还轻松了不少。”香菇种植户杨

伟彦告诉记者，种植香菇不仅需

要技术，还费人工，但现在“增收

不累”的秘密是使用了新的菌种，

不仅出菇量高、优质菇多，而且出

菇节奏均匀，节省了不少人力和

管理成本。

杨伟彦是顾家台村第一批

种植香菇的村民。2016年，杨伟

彦通过贷款，承包了两个香菇大

棚，当年就收入四万元。几年下

来，她不仅摘掉了“穷帽子”，翻

新了房子，还清了外债，还买了

一辆十几万元的汽车。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

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

突破口。”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阜平县考察时作出了这一重要

指示。

为了找对适合自己的路子，

阜平县对县域内的资源禀赋进行

了充分调研，认真考虑并利用独

特的气候特点、优越的自然环境

来谋划产业发展，结合全县气候、

土壤、水资源等特点，最终把食用

菌产业作为全县六大富民产业之

首强力推动。

路子找到后，该如何激发群

众的种植积极性？对此，阜平县

构建了“统一建棚、统一品种、统

一制棒、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

一销售，分户栽培管理”的“六统

一分”生产管理模式，实现从设

施、技术到产品销售和品牌使用

的规范统一。

“菇农在出菇后，将全部由龙

头企业统一收购和销售，在市场

价格偏低时，企业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以保护性价格收购鲜菇，让

利于群众，保障产业平稳发展。”

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侯桂森

介绍道。

如今，阜平县食用菌产业已

完成投资额超过15亿元，食用菌

种植面积达到2.1万亩，覆盖140

个行政村，建成规模园区102个，

建设标准化棚室4658栋，年栽培

香菇、木耳等 8500 万棒，年产量

接近 7 万吨，年生产总值近 10 亿

元，群众收益3.5亿元。直接带动

群众1.5万余户，户均增收2万元

以上。

2019 年，阜平县食用菌产业

被列入全国精准扶贫案例。2020

年，阜平县也被国家食用菌产业

体系确定为“十四五”食用菌产业

科技示范县。

从骆驼湾村到顾家台村的路

边，“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

标语异常醒目，而这一期盼正在

一步步成为现实。

“要找对路子”

“村里垃圾不乱堆乱放了，

家家户户都把房前屋后收拾得

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村的环境

可一点不比城里差，日子过着

可舒畅了。”谈起村里的变化，

自豪与幸福洋溢在顾家台村村

民的脸上。

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介绍，过去村里都是泥土路，又

窄又破，上山下山收玉米、挖土

豆，全靠肩挑背扛，晴天一身汗，

雨天一身泥。猪圈、鸡窝就在道

边，垃圾乱堆，蝇虫乱飞，外人进

来都费劲。

而如今，宽敞平坦的水泥路、

石板路连通家家户户，“小推车都

推不到家门口”变成“小轿车可以

直接开到家门口”。特别是在上

级部门帮扶支持下，顾家台村还

将此前路边的一处猪圈、茅厕进

行彻底改造，修建了综合性广场

和景观长廊。

此后，经过全体村民的协商，

顾家台村将村头路改名为“圆梦

路”，改造后的广场则被命名为“圆

梦广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走进富平县的村庄，一方方美

丽庭院错落有致，院内花草相伴、

果蔬满园，平坦整洁的道路通到各

家各户……村民充分利用废弃轮

胎做成花盆、座椅，利用家中瓦缸

种上花草，利用拆除的石墙、砖头

等建筑垃圾铺路，让“变废为宝”

“就地取材”的做法，成为村庄清洁

行动一大特色。

近几年，阜平县以建设太行

最美乡村为目标，全面实施“一户

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

景”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如今，阜平县已创建完成了

33 个省级美丽乡村，打造美丽庭

院 36400 个、精品庭院 9386 个，累

计新建改造提升农村公路2800余

公里，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

此外，阜平县还大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新建1.5万余座农

村卫生厕所，卫生厕所普及率超

过 75%。建立起“村收集、乡转

运、县处理”垃圾处理体系，60%以

上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209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环卫

市场化运营，城乡垃圾一体化处

理率达到100%。

2023年3月，阜平县入选2022

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名

单，受到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通报表扬。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远家的咖啡厅里，有几个

年轻的服务员正在调咖啡，他们

正是明月村的原居民，如今都放

下锄头掌握了新技艺。

远家市场运营负责人凉笑是

广西人，她到远家工作已经11年

了。“我们这里30多个员工，百分

之八九十都是当地村民，而且大多

数都是年轻人。”这就是远家来到

明月村的初衷。远家的前身“远远

的阳光房”，就是以草木染为主，在

明月村免费培训村民，希望他们能

够掌握新的技术。受此影响，目前

明月村就有六七家染坊。

新村民对明月村的带动力不

止于此。比如村里一位返乡创业

的大学生江维，种植水果爱媛；有

很多年轻人不再去外地打工，回到

村里的旅游合作社做导游、司机、

会计；有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回到

明月村，开了扎染文创店。“回到明

月村，这是一个幸福的决定。”青黛

蓝染设计工作室繁荣罗丹这样说。

作为返回铁牛村创业的“第一

人”，39岁的何孝成旅居新加坡数

十年，放弃了当地优厚的收入，回

到铁牛村担任蒲江县牛旺乡村旅

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孝成

说：“为自己的家乡工作，这种看

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觉很踏

实。”他所在的合作社主要为了提

档升级铁牛村有机农业、生态环

境，打造假日亲子体验营、儿童手

工作坊、儿童音乐课堂、趣味垂钓

等十余项特色文创项目。如今，

这样的返乡潮在明月村、铁牛村

愈发显出强劲的动力，新村民活跃

在这片火热的田野之上，与老村民

一起书写乡村振兴的美丽诗篇。

新村民带动力

河北阜平“山乡巨变”：香菇和旅游架起乡村致富路

在冬日的午后，一群年轻人

聚集在一个火塘边热烈地讨论

着什么。他们中间有曾经的媒

体人、销售员、设计师等。如今，

他们忙碌的是即将到来的丑柑

采摘节。

种植丑柑，正是施国平团队

可持续实验的产业支撑。作为总

规划师，施国平来到铁牛村后，用

“两个替代”（有机肥替代化肥、绿

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的生态种

植法打造了生态丑柑示范园，逐

渐把绿色生态的农业生产理念引

入这里。

“我们开始只有 9 亩地、653

棵树作为实验果园。”甘梅说，相

对于铁牛村的 9900 亩柑橘、1400

亩猕猴桃、1000亩鱼塘来说，是多

么微不足道。但正是要从这里开

始，去影响整个村庄的农业产业

发展。

如今，经过示范，9 亩实验果

园已经增加到了 40 亩，有 8 户村

民将临近实验园的果园也一并

纳入进来。按照一亩 5000 斤的

产量，这 40 亩地在 2023 年成熟

季大约会有 20 万斤的有机丑柑

上市。

2022 年，9 亩果园产出了近

1.3万公斤丑柑，虽然亩产只有老

村民果园的六成，但价格卖到了

20元/公斤以上，且200多项农残

检测无一超标。

此外，果园还实施“一元认养

计划”，每天一元钱，一年365元，

消费者认养一棵柑橘果树，成为

“柑爸柑妈”。年底果子成熟的时

候，认养人会得到8斤的水果，此

外还有一个礼盒，装着果酒、巧克

力和编织小礼品。

“我在 2023 年与他们签订了

协议，按照生态果园模式进行管

理。”村民赵云说，虽然第一年有

机化肥的投入比较大一点，但是

后期投入成本更低，加上有机水

果的品质好、价格高，收入并不比

以前低。

不仅是一片果园的试验，施

国平团队需要做的是这个村庄的

可持续发展。如今，其团队已陆

续孵化了8家机构，有6家公司和

2个社会组织，成了一个系统性研

究实践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

平台——铁牛村未来乡村公园社

区（阿柑生态社区）。

但生态社区需要有持续不断

的人流才能支撑。

为此，这里在不同的季节都

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低

碳生活节、丑美生活节、采摘节、

阿甘市集、荷花茶会、夏日酒会

等。“2022 年举行的‘丑美生活

节’，全村来了3000多人参加。”徐

帮淼说。

不仅如此。铁牛村还提出了

“三回三共的发展原则，四生四宜

的建设目标。”“三回”指的是未来

乡村的三种社群构成，包括老村

民回家、新村民回流和城市游客

回归；他们通过城乡共创、社群共

生、幸福共享的三大原则，创造生

态、生产、生活和生命的融合之

美，最终实现乡村的宜居、宜业、

宜游、宜养的完整体验。

“你闻一闻，现在空气里到

处都是鸡粪、牛粪的味道，但是

总 比 以 前 农 药 的 味 道 好 多 了

啊。”甘梅说，她已经习惯了这里

的空气，习惯了在地里劳作，这

正是她和他们——新老村民们

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乡村，这才是

可持续的未来。

可持续的产业

B9上接

“那会儿大伙儿都住破土房，窗

户都是用纸糊的，寒冬腊月真难

熬。”回忆起过去的贫困生活，村

民顾宝青仍然唏嘘不已。

经过全体村民的协商，顾家台村将村头路改名为“圆梦路”，改造后的广场则被命名为“圆梦广场”。

2016年，杨伟彦通过贷款，承包了两个香菇大棚，当年就收入四万元。几年下来，她不仅摘掉了“穷帽

子”，翻新了房子，还清了外债，还买了一辆十几万元的汽车。

图为顾家台村香菇大棚。如今，食用菌产业已成为阜平县六大富民产业之首。 夏晨翔/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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