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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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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仅靠在湖畔分类整理废品垃圾就实
现月入 6000元。”这是 2016年发生在清镇
市红枫湖镇大冲村的真实故事。6 年前，
依偎在红枫湖畔的大冲村一派“杂乱无
章”之景，本就“靠景吃饭”的农户们在
这场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但在短短几年
间，大冲村便走出了这场“迷局”，变身
一跃成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主要原
因便是“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构建生态旅
游模式”。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 《清镇
市大冲村：守住湖畔》 一文里，热心环保
的林科忠深谙这个道理。为了解决环境污
染的问题，他早早在村里推行“垃圾分
类”，后又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助推大冲
村的生态旅游经济持续恢复。林科忠巧用

“绿色发展理念”，破解了大冲村长期以来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理论难题，实
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
长”的双赢转变。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美丽乡村赖以持续存在的现实
基础，如何让这份“生态美”在乡村这个
特定空间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统筹维
护好生产、生活、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十
分重要，而“绿色发展”就是其中极为重
要的平衡元素。

在 《白云区靛山村：绿色矿山等风
来》 一文中，沙文镇靛山村村支书董正邦
采取“生态+”复合产业模式因地制宜发
展起了林下羊肚菌种植，激活了闲置资
源，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
良 性 循 环 。 绿 色 发 展 带 来 了 “ 蝴 蝶 效
应”，靛山村的交通环境不仅得到大幅改
善，还让农户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延伸
出了乡村旅游；走绿色发展之路也是车田
村“迭代升级”的途径。在 《贵安新区车
田村：整装再出发》 一文中，村委会主任
张忠平找出车田村衰败的症结所在，直面
困难与挑战。在村中组织成立监督协会，
大力维护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环保意识，
逐步解决车田村被游客诟病的问题。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
刻革命。”无论是大冲村，还是靛山村、
车田村，它们都在绿水青山中寻找出路，
将绿色发展观融入产业链、经济链，把生
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
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有机统
一。同时，也使乡村在“美丽经济”中逐
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复合生态系
统”。

—— 向秋樾

过了一个弯道，董正邦转动方
向盘驶入一条只够一辆车通过的小
道。路边的树林更密了，繁盛的枝
叶交织成一张绿色的天幕笼罩在上
空，只留出这条小道的缝隙，透进
一道光亮。很快便开到小道尽头，
董正邦把车停下，下了车，径直向
林间走去。

他准确地找到那条通往密林深
处的小路。董正邦仿佛心里有一张
地图，在林间穿梭的速度像只灵巧
的老猫，飞快地绕过挡路的灌木向
更深的地方前进。我踉跄地跟在后
面，几次差点看不见他的身影，每
当他感觉到身后没了脚步声，便又
停下来回头望向我。

冬天的鸟儿懒得鸣叫，虫子也
都钻进了土里，连风也没有拂动树
林的意思，一路上只有我自己粗重
的呼吸声。不知走了多久，细微的
流水声终于打破了寂静。树林仿佛
一下子向四周退开，留下中间一片
全是石子空地，阳光刺破树梢，从
缝隙中挤进来，恰好投射到这片空
地上，一股水流从林间缓缓流下，
汇入一旁的溪流之中。

“就是这里了！”董正邦长长地
呼出一口气，指着那片空地期待地
看向我，这就是他计划用来开发林
下露营的地方。空地上有两堆熄灭
的火堆，烧黑的石块塌了下来，看

来，这是当地人早已熟悉的野炊地。
“把周围的杂草和灌木都收拾干

净，溪流边的水草也全都割掉，把
水位上抬。这里安一个帐篷，树下
扎一个吊床，安逸吧？现在可以说
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董正邦又
投来期待的眼神，他很想得到肯定
的答复。在这寂静的树林之中，他
又一次开起玩笑：“不是吹牛，靛山
村所有的山我都爬过，所有的洞我
都 钻 过 ， 我 就 是 靛 山 村 的 ‘ 包 打
听’，什么都知道！”

董正邦是沙文镇靛山村的村支
书， 45 岁，看起来似乎有些严肃，
但一开口就颠覆了我对他的第一印
象 ， 风 趣 幽 默 ， 笑 话 不 断 。 他 从
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离开过
靛山村，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
如指掌。

杉树大约 20年成材，而靛山村
的这片山林恰好正生长了 20年。20
年前，靛山村目之所及的所有山坡都
是荒草一片，处处皆有采矿的痕迹。
在对铝矿开采没有严格管控的年代，
紧靠贵州铝厂的靛山村，100多户人
家全都依附着这些“地下宝藏”生
活。董正邦的父辈就是靠采矿将他
抚养长大的，到了他成年时，也同
样靠采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转眼到了 2000年，昔日红火的
矿山逐渐冷清下来。靛山村与扎佐

林场联营，种植了大量树木，改做
起了林场的生意。董正邦早在 1994
年就进入村委会工作，2005年，村
里换届选举，他当选村委会主任，
很快，他便体验到这个小小山村中
的种种不易。

2008 年，一场贵州有史以来最
为严重的凝冻灾害彻底封锁了地处
高山的靛山村，电线被冰雪压断，
全村陷入黑暗之中。

沙文镇的相关领导和部门，陆
续前往靛山村送粮送水、帮忙解决
用电等问题。此时的董正邦已是村
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一肩挑”了，
村里人口本就不多，村干部更少之
又少，听说镇里的干部要来，这可
难倒了董正邦。

不停接打电话后，董正邦的手
机很快就没了电。村里没有电，电
话不通，情急之下，他竟想出一个
办法。他在村里走了一圈，把有手
机的人的家门都敲了一遍，之后，
他便以一个有些狼狈甚至有些滑稽
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腰间别了
五六台手机，用空电量后又忙不迭
地拆开后盖，卸下电池，抽出电话
卡，再装到另一台手机里，然后再
将手机高高举起对准天空，寻找微
弱的信号。

2010年，修路的工程终于开始
动工，饱受泥路之困的村民们必然

一 呼 百 应 ， 很 快 同 意 让 出 部 分 土
地，支持修建那条 4 米多宽的路。
不过，村民们的喜悦只维持了短短
几年，附近矿区采矿的车辆又将路
压坏了。

董正邦有些灰心丧气，前前后
后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可始终不
见起色，村集体经济也一直为零，
他心里默默打起了退堂鼓。不过，
随着脱贫攻坚的到来，村里也开始
有了变化。房屋改造项目刷新了村
里的面貌，冬荪种植的项目也在林
场里安家。这些改变让董正邦重新
燃起干劲，他想要做点什么。他从
大方县引进了林下菌产业，不少五
六 十 岁 的 老 人 在 基 地 里 找 到 了 工
作，靛山村的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充
实起来。

2019年，在董正邦和镇里相关
干部的不断争取下，靛山村终于迎
来投入了 1000 多万元的公路项目，
9.6公里的柏油路从镇里延伸到靛山
村，1.6公里的组组通道路也顺利完
成。房屋立面改造、污水处理厂、
村里的文化广场等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的进入，将曾经被埋没在山林间
的靛山村彻底变了样子。

路上的“轨道”终于被填平，
董正邦的思路也和这路一样变得开
阔起来。董正邦手机里的短视频软
件 ， 透 露 了 他 对 靛 山 村 未 来 的 想

象，那些视频中全是关于乡村旅游
和露营基地等内容。董正邦像个探
险家一样，一次次走进山林，去发
现林间的空地、隐藏的山洞，一边
走，心里一边默默地描绘蓝图。

他与一家从事极限运动的公司
洽谈合作，计划将山顶的空地交由
对方开展滑翔伞运动的基地，林间
的那片空地则计划打造一个森林露
营基地。如今，基地改造的规划已
经拟定，很快能投入到建设当中，
他也开始研究短视频的拍摄制作，
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靛山村也会
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村”。

走出那片森林，董正邦驾着那
辆 SUV在山间公路上飞驰，这条路他
不知开了多少遍，早就熟悉了每一
个弯道和每一个陡坡。似乎这飞快
的速度让他想到了什么，他突然笑
了起来，说：“以前路太烂的时候，
大家好像显得很亲热、客气，每次
错车，都让对方先走，其实是怕自
己 技 术 太 差 过 不 去 。 现 在 路 修 好
了 ， 那 种 客 套 也 没 有 了 ， 两 车 交
错，彼此都开得飞快，开出老远才
反应过来‘那不是我认识的谁谁谁
吗？’”董正邦被自己逗得大笑起
来，顿了顿，他又换了一种深沉的
语气：“这条路太好了。”窗外的树
林间突然起了一阵风，摇曳着树枝
发出“沙沙”声。

白云区靛山村：绿色矿山等风来

三岔河、车田河、冷饭河这三
条河流环绕村庄，一户名为“小花
溪”的农家乐里，既有可口菜肴，
又 能 搞 自 助 烧 烤 ， 还 有 一 个 玫 瑰
园 ， 看 起 来 已 经 掌 握 了 游 客 的 喜
好。游船、山洞、古建筑群，这些
通常出现在景区的元素，在这个小
小的村庄里一个不落。2021年冬季
的一个工作日里，我来到车田村。
显然，这是贵阳周边一个典型的旅
游村寨，似乎与大多数旅游村寨有
些许相同，但深入走进村里，好像
又有很大不同。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村委会主
任张忠平在毫无保留的谈话中向我
揭开了谜底。无论从穿着打扮还是
面相上来看，张忠平都显得比较年
轻时髦，说起话来言简意赅。他无
意掩饰这个村庄曾经历过的低谷时
刻，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2018 年，
原本被列为国家 4A级景区的车田村
被 摘 牌 ， 张 忠 平 称 这 次 “ 摘 牌 事
件”为村里发展的“转折点”。

车田村算是贵安新区最早一批
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的村落，2013年
就 开 始 投 入 建 设 ， 2015 年 开 门 迎
客 ， 不 久 就 被 挂 牌 为 4A 级 景 区 。
2007年就开始在国内各大景区中做
旅游生意的张忠平，当然也嗅到了
这不可多得的机遇，2013年便果断

回乡，后来，竞选上了村委会副主
任。不过，从一个从业者变为村里的
管理者，这种转型对张忠平来说何其
之难？村里的人们更不用说，大家纷
纷“洗脚上岸”，当起了小老板，可从
农耕转向经商，自然也不那么顺利。

游客蜂拥而至，忙着做生意的
村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得上
盯住眼前的利益，村里的环境无人
在 意 ， 景 区 内 的 硬 件 设 施 无 人 维
护，短短两三年，来到车田村的游
客便开始怨声四起，2018年，就丢
了这块“金字招牌”。

2018年，大概是张忠平作为村委
会主任最灰暗的时期。那段时间，他
特别害怕看新闻，每次打开手机，他
总能刷到各种各样对车田村的“差
评”：环境恶劣、垃圾遍地、物价不规
范、宰客……游客大概彻底厌恶了这
样的车田村吧？张忠平心底泛起浓
浓的悲哀。可悲哀的情绪无法挽回
车田村的声誉，唯有自救才能找到出
路。张忠平明白，过去车田村的种种
问题，一是由于管理权责不够清晰，
二是由于村集体经济太过薄弱，如果
村里有一个经营主体接手景区运营，
或许便能破掉眼前的困局。

那时，贵安新区正鼓励各村寨
将资源转变为资产，由村委会牵头成
立公司。这阵风刚刚吹起，几乎所有

村寨都在观望，而迫切求变的张忠平
把心一横，索性率先在 2019 年成立
了贵州贵安新区美丽车田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由他本人担任法人代表。
在外闯荡多年的张忠平当然知道法
人代表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眼
下只有这一条路行得通，他不愿再在
埋怨声中低着头过日子了。

村里成立的公司比较特殊，张
忠平没有动用村集体一分钱，完全
靠资产转化，而村民们也没有任何
投入，但所有车田村村民都在公司
中占有股份，一旦有了收益，所有
人均能得到分红。这种模式在公司
运行之初，几乎将压力全部集中在
几个主要负责人身上，张忠平深知
成败在此一举，他不敢掉以轻心，
只能稳扎稳打一步步向前迈进。

很快，在包村干部的引荐下，
村里承接了研学团队的接待，顺利
赚到了“第一桶金”。张忠平又凭借
整 改 小 木 屋 出 租 ， 赚 取 了 公 司 的

“第二桶金”。有了这笔资金后，张
忠平打算动真格了。

车田村不仅有三条河流环绕，
还有两大湖泊，广阔的水域是发展
水上项目的有利条件。张忠平计划
用这笔资金购买船只，在村中增设
游船项目。此前的两次成功案例，
让人们对张忠平的决定再无异议。

2020 年 5 月，“五一”小长假到来，
车田村购买的船只已经停靠在湖岸
边，静静等候游客光临。

“船家，来帮忙拉一下船！”游
客的一声吆喝，张忠平和几名村干
部便忙不迭地奔向岸边，使出浑身
力气，卖力地拉动船只。公司刚刚
起 步 ， 还 没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聘 请 船
工，张忠平和村干部们只能亲自上
阵。那大概是他 2020年中流汗最多
的假期。每天清晨五六点，张忠平
便和几名村干部来到湖边，女干部
拧干抹布，将船只里里外外擦拭一
遍，张忠平等年轻力壮的男干部，
则 干 起 了 苦 力 活 ， 负 责 给 游 客 推
船、划船、拉船……

那个“小长假”期间，湖潮乡的相
关领导干部成了车田村的“常客”，几
乎每天都出现在湖岸边。当然，他们
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是想看看这
个新项目能收获怎样的反馈，也想看
看车田村的这些年轻人到底能吃苦
到什么程度。张忠平和村干部们连
日来的艰辛没有白费，3天假期之后，
购买船只的成本竟都收了回来。就
在公司开始正式运作的这一年里，收
入竟达到 50多万元！

执着和强硬，让 2018年后的张
忠 平 找 到 了 破 解 问 题 的 方 法 。 当
然，他也会使“巧劲”。仅靠区区几

位村干部，肯定无法撑起整个车田
村的未来发展。他想出了一个简单
直 接 的 办 法 —— 让 村 民 实 现 “ 自
治”。张忠平提议，在村中组织成立
几个协会，分别为餐饮协会、民宿
协会和种植协会。

这些都是针对车田村过去几年
暴露出的问题而提出的。当初，村
里被游客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便
是 农 家 乐 价 格 不 统 一 、 卫 生 不 达
标，如果有协会作为引领，村民共
同 商 议 ， 统 一 定 价 ， 互 相 监 督 卫
生，或许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餐饮协会应运而生，58户农家乐各
自派出一位代表加入协会，并推选
出一位会长，人们在经营中有了约
束 ， 农 家 乐 的 生 意 也 逐 步 见 到 起
色。民宿协会、种植协会的情况大
抵也与之类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张忠平的时间紧迫，我们这场对
话紧锣密鼓地展开，又风风火火地收
场。“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没见过哪个
公司的执行董事天天去给客人拉船、
拿着镰刀去割杂草的。”他开了个玩
笑，却又顿了顿，像是在自问自答，

“那又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得干？话
说回来，自己干起来感觉很踏实。”说
罢，他便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跳
上一辆摆渡车，走访农户去了。

贵安新区车田村：整装再出发

林科忠披着一件黑色皮衣，目
光 炯 炯 ， 不 说 话 时 看 不 出 任 何 情
绪，甚至有些严肃。我们的车刚在
村里新落成的里查里诺民宿酒店前
停稳，他便迎了过来，把我们邀请
到酒店参观。

没有过多的寒暄和客套，林科
忠陪着我们边走边看，一路上都在
介绍这间民宿的来龙去脉。“里查里
诺在彝语里是漂亮女孩、漂亮男孩
的意思。这家民宿是我们引进的企
业打造的，初衷是想给村民们立一
个示范，让他们看看乡间民宿也能
这样设计。”他指着一片大面积的浅
水池说，“如果按照村民们搞农家乐
的传统思维，这一大片空地可能就
是个大型停车场。”

“以前，我喊村民们和我一起在
湖边捡垃圾的时候，他们还笑我，
问我是不是想出名？”想起那些不同
的声音，他嘴角上扬，语气里的释
然多过无奈。林科忠似乎跟着记忆
回到了 2014年回村时，那时，在外
经商的他开着名牌汽车驶进村庄，
建起了自己的独栋小楼房，可谓风
头无两。

红枫湖是贵州高原上最大的人
工湖泊，建于 1958年，早在 1988年
时就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过去，
红枫湖的主要功能只是防洪、灌溉
等，水源保护标准还不算太高，生

活在红枫湖畔的大冲村人也能近水
楼台，做一些游船、湖边烧烤的营
生。但到了 2002年，红枫湖被列为
贵阳市重要饮用水源，保护标准自
然提高了许多，游船、烧烤等自然
也被明令禁止。不过，湖边的人们
早已习惯了靠旅游经营为生，况且
水源保护区内也不允许随意开展种
植养殖产业，村民便纷纷上岸，用
自己的房子开办起了农家乐，林科
忠所在的兴隆组便是大冲村农家乐
最集中的村民组。

2014年，被推选为村民组长的
林科忠也开办了一间农家乐。经商
经验丰富的林科忠对村里的环境始
终不满意，那时，白色垃圾靠风吹
散，地上污水靠雨冲刷，总之，由
生意带来的种种垃圾都交给自然去
处理。林科忠见不惯，不仅自己去
湖 边 捡 垃 圾 ， 有 时 和 亲 戚 朋 友 聚
会，美餐一顿后也会借“助消化”
的名义鼓动大家和他一起去捡垃圾。

人们以为他想出名，而林科忠
并没有激烈回击，只是不厌其烦地
解释：“把卫生搞好一些，客人也会
多一些。”时间一长，林科忠甚至捡
出了经验，他将垃圾分为玻璃、塑
料、金属、纸制品几类，动员人们
在村里搞起了垃圾分类。

大冲村搞垃圾分类的新鲜事很
快传到媒体的耳朵里，这个“百万

富翁在湖边捡垃圾”的故事吸引了
不少人，大冲村的旅游又被添了一
把火。未曾想，这一把“火”烧得
过旺，差点烧毁了村民们农家乐的
生意。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
府开始担心污染加剧，随着对水源
保护的力度不断升级，红枫湖镇决
定叫停当地的农家乐。

林科忠未曾预料到，自己的环
保 举 动 会 引 发 出 这 样 的 “ 蝴 蝶 效
应”。正当他不知该何去何从时，恰
好遇到一位长期关注并参与环境保
护 的 黄 成 德 。 黄 成 德 曾 是 一 名 记
者，对环境保护尤为关注，早在 20
世纪 80年代就参与到贵阳南明河的
清淤义务劳动，长期关注这条贵阳

“母亲河”的污水治理问题。
在红枫湖畔，前来考察的黄成

德将过去多年对污水治理的经验和
心得向林科忠倾吐，林科忠也将这
几年带着村民们施行垃圾分类所遭
受的艰辛一一诉说，两位对环境保
护近乎狂热的中年男人一见如故，
在对方身上汲取了不少灵感。黄成
德所提到的污水处理系统勾起了林
科忠的兴趣。

他通过自己的人脉四处打听，
又反复与红枫湖镇的镇党委书记交
流想法，甚至抓到一次机会，向市
里的领导汇报。市里的领导说，林
科忠说得也有道理，可以考虑放宽

政策；镇党委书记表示，如果能把
村里违建的问题处理了，一切符合
环保标准，可以考虑给大冲村办理
相关的经营许可手续。林科忠回村
报喜，此时的他已是村委会主任，
说话比过去当村民组长时更有了些
分量。但此事牵涉到更为巨大的经
济付出，每家安装一套污水处理系
统需要花费 10多万元，就算他是村
主任也很难让村民们下这个决心。

“用‘艰难’这个词并不足以形
容当时的状态。”时隔多年之后，林
科忠再回忆起那时的经历仍觉得心
惊肉跳。凭借领导的口头承诺，他
走进村民家里，信心十足，甚至故
作几分神秘地打下保票：“装了污水
处理系统，我就保证能把经营许可
的手续办妥！”

林科忠知道，影响经营许可证
能否办成的因素非常之多，如果一
旦最终失败，恐怕他从此以后在村
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但是，他早已
抱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想法，污水处
理系统是让村民们有可能重新经营
农家乐的第一步，无论如何，都要
先把这一步成功迈出去。

林科忠放话保证办妥经营许可
证的举动再度引来村民们的冷嘲热
讽。有常年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半开
玩笑地挑衅道：“10几万对我来说也
不算大事，我就要看看，你要是真

能办下来，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
吃！”相比起 2年前搞垃圾分类，这
一次动员人们做污水处理简直是一
场凶险未知的豪赌，林科忠赌上了
自己的名誉和信用，这是比身家更
贵重的东西。

村民们陆续安装了污水处理系
统。过了没多久，清镇市也开始全
面推行这个系统，林科忠又争取到融
入这个项目之中，为村民们节省了维
护成本。折腾了整整 2年，大冲村如
林科忠承诺的那样达到了各项环保
指标，经营许可证竟真的批了下来。

大冲村一片沸腾，所有人对林
科忠彻底服气。

大冲村获准经营农家乐、民宿
之后，企业也被吸引到这里投建民
宿，具有“网红打卡地”潜质的里
查里诺民宿酒店应运而生。而林科
忠，也成为人们眼中那个真正有能
耐的人。

坐在湖边，林科忠说完了自己
的故事。夕阳西斜，里查里诺之外
的红枫湖微微泛起水波，将夕阳的
倒影拆成无数金黄色的碎片。我提
出想给林科忠拍一张照片，他沿着
走廊走向宽阔的露台，站在那排拱
门造型的围墙前，对着镜头眯起眼
睛 ， 突 然 ， 又 转 过 头 去 直 视 着 夕
阳 ， 在 我 镜 头 里 留 下 一 张 潇 洒 的
剪影。

清镇市大冲村：守住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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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真美

美丽的红枫湖。

车田村中的农家乐。

改变了的靛山村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