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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在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一些在中国工作、生活
的国际人士感受到中国
乡村环境更加宜人，农
民生活更加富裕，见证
了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就。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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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1 年 12 月 15 日，马丁在浆果基

地观察蓝莓苗的长势情况。 臧 潇摄

图②：2 月 10 日 ，崔 承 夏（右）在 车 间

工作。 崔吉丽摄

图③：2021 年 12 月 22 日，尼克（左）与乍

洞村村民交流。 严立政摄

图④：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加大

农村公路建设力度，构建激活四方、连接内外

的区域路网，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乡村振

兴注入持久动力。图为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白塔镇寺前村乡村公路。

陈月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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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嵩明县嵩阳镇龙院村云南昆明嵩明县嵩阳镇龙院村，，走进马丁的浆走进马丁的浆

果基地果基地，，第一印象是环境好第一印象是环境好、、鸟儿多鸟儿多。。虽然外面仍有虽然外面仍有

些寒意些寒意，，可马丁的蓝莓育苗大棚内可马丁的蓝莓育苗大棚内，，已是一片盎然春已是一片盎然春

意意。。大棚内示范种植的蓝莓大棚内示范种植的蓝莓，，成为周边鸟类争相前成为周边鸟类争相前

来品尝的美食来品尝的美食。。

1616 年前年前，，法国农业工程师马丁法国农业工程师马丁··达比利来到中达比利来到中

国云南国云南。。从此从此，，他的生活和事业就在这里展开他的生活和事业就在这里展开。。从从

最初种植树莓最初种植树莓，，到如今专注蓝莓育苗到如今专注蓝莓育苗，，马丁说马丁说：“：“吸引吸引

我的是好气候我的是好气候，，也是好生态也是好生态。。这里是我享受理想生这里是我享受理想生

活的地方活的地方。”。”

““好气候吸引我来到云南好气候吸引我来到云南””

20062006 年年，，马丁来中国出差马丁来中国出差。。他在考察时发现他在考察时发现，，欧欧

洲市场上常见的树莓在中国市场上却不多见洲市场上常见的树莓在中国市场上却不多见。。

““树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树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高。。能不能将能不能将

树莓引入中国市场树莓引入中国市场？”？”马丁开始寻找适宜树莓种植的地马丁开始寻找适宜树莓种植的地

方方。。一次路过嵩明一次路过嵩明，，发现这里气候适宜发现这里气候适宜、、生态环境好生态环境好，，加加

之地势平坦之地势平坦，，因靠近昆明机场而交通便利因靠近昆明机场而交通便利，，马丁决定将马丁决定将

树树莓种植基地安在距离嵩明县城莓种植基地安在距离嵩明县城 1010余公里的龙院村余公里的龙院村。。

““好气候吸引我来到云南好气候吸引我来到云南。”。”马丁回忆马丁回忆。。树莓对生树莓对生

长环境要求颇高长环境要求颇高，，需要充足的日照需要充足的日照、、适宜的气温适宜的气温，，此外此外，，

因为清洗会冲去树莓果皮上营养价值较高的果粉因为清洗会冲去树莓果皮上营养价值较高的果粉，，所所

以鲜食树莓最好能实现免洗以鲜食树莓最好能实现免洗，，这也对其生长的空气质这也对其生长的空气质

量有了硬性要求量有了硬性要求。。龙院村正符合这些要求龙院村正符合这些要求，，这里不但这里不但

环境条件好环境条件好，，当地也非常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当地也非常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

““外国人来中国种地外国人来中国种地，，能行吗能行吗？”？”起初起初，，周边村民对周边村民对

这位远道而来这位远道而来、、只能说几句简单汉语的只能说几句简单汉语的““外国农民外国农民””充充

满好奇满好奇，，也有一些怀疑也有一些怀疑。。马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种马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种

树树。。基地大棚需要种树防风基地大棚需要种树防风，，除了速生的桉树除了速生的桉树，，他还他还

种了核桃树种了核桃树、、桂花树桂花树、、樱花树……多样的树种樱花树……多样的树种，，为周围为周围

的昆虫和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的昆虫和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基地成为一个健让基地成为一个健

康的生态系统康的生态系统。。

此后此后，，一株株树莓树苗被种下一株株树莓树苗被种下。。马丁没有采用马丁没有采用

““大水大肥大水大肥””的种植模式的种植模式，，而是选择了精准灌溉方式而是选择了精准灌溉方式。。

这样不仅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这样不仅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还能最大限度地保

护农田土质护农田土质。。树苗茁壮生长起来树苗茁壮生长起来，，马丁的基地大棚人马丁的基地大棚人

气也越来越旺气也越来越旺，，村民们经常来找他交流村民们经常来找他交流““种树经种树经”。”。

““这种做法与当地一直在推广的绿色发展理念这种做法与当地一直在推广的绿色发展理念

相契合相契合。”。”嵩明县嵩阳街道办副主任黄建伟介绍嵩明县嵩阳街道办副主任黄建伟介绍，，过去过去

当地农民建的是普通大棚当地农民建的是普通大棚，，粗放的种植方式使得不少粗放的种植方式使得不少

化肥化肥、、农药残留在土壤中农药残留在土壤中，，既对环境造成破坏既对环境造成破坏，，经济效经济效

益也不理想益也不理想。。为改变这种状况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供多种政策政府提供多种政策、、

资金支持等帮助村民转变生产方式资金支持等帮助村民转变生产方式。。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越来越

多的大棚换上了降解膜多的大棚换上了降解膜、、土壤用起了有机肥土壤用起了有机肥。。

““种植浆果不仅是份工种植浆果不仅是份工
作作，，更是事业更是事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树莓的出口受到一些树莓的出口受到一些

影响影响，，经过对市场的分析经过对市场的分析，，马丁及时调整了基地生产马丁及时调整了基地生产

方向方向，，转为以蓝莓育苗为主转为以蓝莓育苗为主。。

穿行在连片的蓝莓育苗车间穿行在连片的蓝莓育苗车间，，马丁时不时蹲下马丁时不时蹲下

身检查苗木生长情况身检查苗木生长情况。“。“我们的蓝莓苗木我们的蓝莓苗木，，主要瞄准的主要瞄准的

是冬季市场是冬季市场。”。”马丁指着墙上的云南地图马丁指着墙上的云南地图，，用手一圈滇用手一圈滇

南连片的绿色南连片的绿色，“，“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有我们潜在的客户都有我们潜在的客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近年来，，云南已云南已

成为国内浆果种植的核心产区成为国内浆果种植的核心产区。。20202020 年年，，云南省蓝云南省蓝

莓种植面积为莓种植面积为 1010..1212 万亩万亩，，占全国蓝莓种植区域的占全国蓝莓种植区域的

99..55%%，，产量则达到产量则达到 33..55 万吨万吨，，占全国的占全国的 1717..55%%。。

马丁的云南美鸣农业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马丁的云南美鸣农业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业业

绩逐年上升绩逐年上升。。去年去年，，他将自己培育出的玛丽布他将自己培育出的玛丽布 122122
等等 66 种蓝莓苗木品种申请了专利保护种蓝莓苗木品种申请了专利保护，，吸引了不少吸引了不少

大商户与他合作大商户与他合作，，如今合作商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如今合作商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60006000 亩亩。“。“种植浆果不仅是份工作种植浆果不仅是份工作，，更是事业更是事业。”。”

““好的浆果不仅依靠良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浆果不仅依靠良好的气候条件，，也离不开也离不开

科学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在种植过程中在种植过程中，，马丁非常关心环保和马丁非常关心环保和

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由于担心农药会伤到授粉的熊蜂或者出由于担心农药会伤到授粉的熊蜂或者出

现残留现残留，，他将所有购买来的农药都一一检测后才会他将所有购买来的农药都一一检测后才会

使用使用。。嵩阳街道每个季度也会对辖区内的冷库和农嵩阳街道每个季度也会对辖区内的冷库和农

药药、、种子经营店进行排查种子经营店进行排查，，确保农户能买到放心的农确保农户能买到放心的农

用物资用物资。。此外此外，，当地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当地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河道两岸河道两岸

陆续改种了稻田陆续改种了稻田，，通过自然净化以提升水质通过自然净化以提升水质。。政府政府

还对土壤还对土壤、、农田灌溉用水等定期进行检测农田灌溉用水等定期进行检测，，确保土壤确保土壤

和水质安全达标和水质安全达标。。

““我很高兴成为村庄变迁我很高兴成为村庄变迁
的见证者的见证者””

走在龙院村走在龙院村，，来往遇到的村民看到马丁时来往遇到的村民看到马丁时，，都亲都亲

切地打着招呼切地打着招呼：“：“马老板马老板！”！”

在马丁浆果基地工作的在马丁浆果基地工作的 3030 多名工人都是附近多名工人都是附近

的村民的村民，，大家看见基地建得有模有样大家看见基地建得有模有样，，便前来应聘便前来应聘。。

为了让菜农出身的村民尽快上手为了让菜农出身的村民尽快上手，，马丁会不时地把马丁会不时地把

大家聚在一起现场讲解大家聚在一起现场讲解。。很快很快，，村民们不仅能辨识村民们不仅能辨识

果子成熟度果子成熟度，，还能快速完成采摘还能快速完成采摘、、包装等工作包装等工作。“。“他们他们

现在也都算半个莓果采摘专家了现在也都算半个莓果采摘专家了。”。”马丁高兴地说马丁高兴地说。。

过去十几年来过去十几年来，，在当地党委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动下政府的带动下，，龙龙

院村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院村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挖掘和打造特色产业挖掘和打造特色产业，，努努

力实现力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品”，”，对有潜力的企业对有潜力的企业、、产品加强帮产品加强帮

扶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起来产业发展起来，，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以前以前

村里许多人家住的是土房子村里许多人家住的是土房子，，村民走着来上班村民走着来上班。。现现

在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小楼在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小楼，，开上了汽车开上了汽车。。我很高我很高

兴成为村庄变迁的见证者兴成为村庄变迁的见证者。”。”马丁说马丁说。。

工作之外工作之外，，马丁爱骑自行车马丁爱骑自行车。。村子周围是大片村子周围是大片

的自然山林的自然山林，，每周他都会约上朋友一起骑行每周他都会约上朋友一起骑行，，他喜欢他喜欢

这里的山这里的山、、这里的树这里的树、、这里的绿色这里的绿色，，还有这里的生机还有这里的生机

勃勃勃勃。。妻子和妻子和 33 个孩子平常在昆明市生活个孩子平常在昆明市生活，，周末时周末时

也喜欢来到浆果基地也喜欢来到浆果基地，，孩子们喜欢在这里采果子孩子们喜欢在这里采果子、、玩玩

泥巴泥巴。。

采访结束之前采访结束之前，，马丁摘了几颗蓝莓让记者品尝马丁摘了几颗蓝莓让记者品尝，，

清甜的果香带着微微的酸味在舌尖绽放清甜的果香带着微微的酸味在舌尖绽放。“。“有点酸对有点酸对

吗吗？？别着急别着急，，再过一段它们会更甜再过一段它们会更甜！”！”

“享受理想生活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杨文明

“老崔，怎么这么忙？”浙江省湖

州市安吉县上墅乡经发办副主任李

植阳在入企走访时问道。

“今年准备大干一场！”崔承夏

环顾了一圈忙忙碌碌的车间，笑呵

呵地应道。

春节刚过完，崔承夏便开始忙

碌了。前不久，他刚刚谈好租约，将

厂房面积扩大到 6000 平方米。这

几天，他又开始为招工忙活，计划将

员 工 队 伍 从 原 来 的 40 人 增 加 至

60 人。

崔承夏来自韩国，目前在上墅

乡经营一家木制品生产企业，企业

产品全部出口韩国和日本。今年是

他 来 安 吉 创 业 、生 活 的 第 九 个 年

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他

的企业经营也受到了影响。老崔决

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下功夫研究

如何让产品质量更好、更加环保。

走在老崔的车间，种种改变有

迹可循。在一台正在运作的活性

炭废气处理设备前，崔承夏介绍：

“这台机器取代了原有的光解装置

和水洗塔，能够进一步提升废气的

净化率。”

作为一家传统的木制品生产加

工企业，如何更好地做到绿色生产，

是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崔承夏花

了很大精力寻求绿色环保型工艺设

备和原材料，以实现企业节能、降耗、减污。2021 年，

他主动找到杭州的油漆供应商，双方合作定向研发一

款环保型水性漆。“目前，我们已合作研发出水性漆，在

确保性能稳定之后可以取代部分油性漆，让产品更加

环保。”崔承夏说。

虽然工厂经营规模不大，但崔承夏每年都会拿出

年利润的 20%，作为企业的环保投入。“长远来看，这些

投入将会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说，“这些年，

安吉县全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当地的企业都在

寻求转型和升级，我们也要跟上。”

“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崔承夏回忆，自己

第一次来安吉是在 2002 年。20 年间，他见证了这座浙

北山城的绿色蜕变和成长。“就拿我所在的上墅乡来

说，变化太大了。以前这里有一些造纸企业、水泥建材

企业和矿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挺大。”

崔承夏说，“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绿色发

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污染企业要么关

停要么环保升级。政府在招商的时候，

也都首先考虑企业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

求。绿色环保型企业逐渐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主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采访中，

崔承夏多次提到这句话。“安吉是‘两山

理念’发源的地方，我在安吉工作，深刻

感受到这句话的魅力，也亲身感受着这

里的小康生活——人富环境美。现在中

国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我作为中国

女婿也应该做点事情。我想，主要可以

出两点力。”崔承夏认真思索着。

“哪两点？”

“一是提高产品质量，符合绿色环

保要求；二是认真把企业办好，办得长

长久久，这样在企业工作的村民们就有

了长久的收入，大家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崔承夏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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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脚下，乍洞村牧草成片，绿浪滚滚。大个

子尼克弯下腰，左手攥着牧草，右手镰刀一挥，往怀

里一划，熟练地收割起来。

63 岁的尼克是卢森堡的一名退休警察。他曾

环游过世界，在中国广西旅行时因电影《刘三姐》来

到河池市。尼克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茂林修竹，

如今已在这里定居 11 年。在河池，尼克感情最深

的地方就是宜州区刘三姐镇乍洞村，他曾作为志愿

者，从 2018 年起连续 3 年参与该村的扶贫工作，亲

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依然时不时地回到

乍洞村看看，和老乡交流感情，帮忙搭把手干个活，

对村子的一家一户、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

“以前乍洞村不通路，村民生活比较贫困，屋子

是土砖建的，屋里很空，家具很少。”尼克回忆。乍

洞村曾是自治区级贫困村，2014 年时全村贫困发

生率高达 51%。作为扶贫志愿者，尼克见证了乍洞

村在党员干部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走

出贫困。他也和大伙一起修路，给果园搭架、植苗，

帮助村里购买割草机、钻孔机。

行走在乍洞村，路过枝繁叶茂的黄皮、芭蕉、天

竺桂，眼前出现一片长势良好的甘蔗田。尼克说：

“乍洞村的生态环境良好，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乍洞村大力发展绿色产

业，培养出一批致富带头人，探索出“村集体经济+
企业+脱贫户”的发展新路子。拉范屯将 300 多亩

牧草田租赁出去，又引进了养殖场。屯里的老百姓

既能有租金收入，又可以在附近的养殖场务工，收

入更加多元。牧草本身可作为养牛的原料，牛粪可

以还田，种养循环促进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天气微凉，尼克的兴致却很高。每到一地，总有

令人欣喜的发现：养殖场初建时，尼克帮忙挖过地基

搭过棚，如今在此务工的覃木校每月收入已有 5000多

元；上洞屯老汉莫子吉盖房子时，尼克帮忙拉过水泥和

砖头，现在莫子吉家 80平方米的砖瓦房亮亮堂堂；孩

子们在村里新建的篮球场上玩耍，那是村干部和尼克

联系宜州区文广体旅局等单位资金支持的成果……

尼克有本英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他翻

来覆去地读过许多遍，对于书中提到的“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印象深

刻。“在发展的同时避免环境破坏至关重要，中国在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努力非常了不起。”尼克说。

如今，乍洞村屯屯通路，户户通电、通水、通网

络，山货出山后村民们的钱包变鼓了，不少人家还

建起新房子。“他们用双手创造了新的生活。”尼克

感慨：“短短 4 年，乍洞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这真

是个奇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贫困、过

上小康生活的实践，令人敬佩。”

谈及乍洞村的未来发展，尼克说他希望更多有

技术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参与乡村建设。他也将继续

为乍洞村的发展努力：“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生活越来

越好，脸上露出笑容时，就像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房。”

“乍洞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这真是个奇迹”
本报记者 张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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