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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万里的黄河，行至山东省淄博

市高青县境内刘春家险工段，拐出一道

弯，名为安澜湾。站在湾头，向南眺望，

约一公里外，便是蓑衣樊村。

置身黄河南岸，如在江南水乡。

有“蓑衣水乡”之称的蓑衣樊村，三

面环水，湿地连片，蒲苇满地，白鹭成群。

村庄内外，游人如织，或乘船赏荷，

环湖观景，或搬一马扎坐岸边垂钓，怡然

自得。村民有的种稻养虾，有的给游客

撑船划桨，还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村

党支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近

年来获得的“全国文明村”“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

庄过去连想也不敢想。

10 年前，蓑衣樊村还是贫困村，村

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村子沿黄而

生，多次遭黄河侵袭，产生大片盐碱地，

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10 年来，党中央的一项项重大

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乡亲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不足 2000 元，增至 2021 年的约 3 万

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小村蝶变，何以可能？记者蹲点蓑

衣樊村一探究竟。

“以前挨着黄河吃
了不少苦，现在靠着黄
河、更靠着党的好政策
享上了福”

沿 着 石 砌 巷 道 ，来 到 村 民 卢 金 霞

家。门口处，挂着“尚家宾馆”的牌子。

往里走，一方庭院，干净敞亮，绿植点缀

其中，令人赏心悦目。

拐进一间客房，一床一柜一电视，

陈设简单却干净温馨。一边与记者说

话，卢金霞一边整理房间，“这不，刚送

走一拨客人。”

拾掇完，卢金霞与记者唠起嗑。说

起 33 年前刚嫁到蓑衣樊村时，她“扑哧”

一下乐了，调侃起当时的苦日子，“都说

‘好女不嫁蓑衣樊’，我不信邪，偏来这

穷疙瘩。嫁来前，心理有准备，但真过

起日子，还是傻了眼。”

结婚当天，卢金霞的婚房里摆着漂

亮的新柜子、衣橱、沙发。第二天，她回

了趟娘家，再赶回来，婚房里仅剩下一

床 被 子 、一 台 黑 白 电 视 机 、一 架 缝 纫

机。“新家具去哪了？”卢金霞摆摆手，

“四处借的，娶完媳妇，都还回去了呗。”

那台缝纫机是卢金霞的嫁妆。在娘

家时，村里有妇女靠着做裁缝赚钱，可到

了蓑衣樊村，这活没了出路。“村民刚填饱

肚子，哪有余钱添置新衣裳？”卢金霞说。

家有两亩地，却没多少收成，卢金霞

只好另谋营生。骑上一辆破旧自行车，

驮起百斤麦子，跑到十几里外换馒头，

“一斤麦子换一斤馒头，馒头驮回村，村

民再用一斤一两麦子，换我一斤馒头。

全家就靠着这一两两麦子，加上丈夫当

瓦匠每天赚的 7元 5角钱过日子。”

1990 年，引黄济淄供水工程开工。

由于黄河裹挟大量泥沙，淄博市在蓑衣

樊村旧址西侧——引黄济淄工程进水

口处建起了第一道沉沙池，用于澄清黄

河水。随着时间推移，泥沙越淤越多，

沉沙功能弱化，亟须建第二道沉沙池。

蓑衣樊村旧址地势低洼，正适合改

造为第二沉沙池。1993 年，村子整体搬

迁至现在的房台，紧邻第二沉沙池。原

来村中 2/3 的土地成了沉沙池，耕地面

积骤减。

“守着半亩地，日子没出路。 2011
年，村里 1570 亩土地全部流转，每亩土

地每年给村民 600 元流转费。”蓑衣樊村

党支部书记司国营说。

搬迁后，卢金霞家的两亩地，减成

了六分七厘。她搞起养殖，可一年忙到

头，兜里没进几个钱。后来，她学了门

理发手艺，在村头开起理发店。

土 地 流 转 后 ，青 壮 年 纷 纷 外 出 务

工，渐渐地，光顾理发店的顾客越来越

少。2012 年，卢金霞的丈夫因病去世。

“那时生活难上加难，得靠娘家接济。”

卢金霞说。

“要说穷，当时不光她穷。全村人

均年收入不到 2000 元，村集体收入几乎

为零。”司国营接过话茬说，“好在当时

党中央发出脱贫攻坚战动员令，咱蓑衣

樊村也迎来转机。”

2013 年 ，蓑 衣 樊 村 被 确 定 为 贫 困

村。全村 178 户，其中贫困户 50 余户，

卢金霞家便是其一。

穷帽咋摘？2014 年，淄博组织全市

贫困村村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蓑衣樊

村党员、干部纷纷报名。

“ 出 去 一 看 ，大 开 眼 界 ，看 到 许 多

村庄用好绿水青山，发展乡村旅游，都

富了起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信了！”时任蓑衣樊村党支部书记刘树

海说。

外出参观学习归来，在村两委会议

上，刘树海提出，蓑衣樊村也应试试乡

村旅游这条路。

“拿啥吸引人？”有人问。

“咱村周围，湿地几千亩，芦苇荡成

片 。 水 就 是 咱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的‘ 宝

贝’。”刘树海说。

刘树海所说的这片湿地，正是村子

周边的沉沙池。2001 年，引黄济淄供水

工程建成通水，又新建了第三沉沙池，与

第二沉沙池相连，形成了蓑衣樊村三面

环绕沉沙池的格局。经过多年沉积，沉

沙池水面衍生出 4000余亩原生态湿地。

2014 年 ，高 青 县 开 发 利 用 这 片 湿

地 ，启 动 建 设 天 鹅 湖 慢 城 湿 地 景 区 项

目，蓑衣樊村成为景区重要组成部分，

周边的桥梁、水工建筑物等按景观工程

打造，景区与村庄的道路连通。

2015 年，一笔扶贫资金到账。“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对贫困人口

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这让我们觉

得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是个路子，

用这笔资金买了 3 艘电动游船、5 艘小

型桨船。同时，县里加大宣传力度，把

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打出名声。”刘树

海说，很快，一批又一批游客被吸引过

来，蓑衣樊村的 8 艘游船动起来了。

船来船往，一年间，村里挣了 5 万多

元，年底拿给贫困户分红。“土地流转费加

上贫困户分红，一共拿到 2550 元。随着

游客渐多，理发店生意红火起来。”卢金霞

说，“以前挨着黄河吃了不少苦，现在靠着

黄河、更靠着党的好政策享上了福。”

吃上乡村旅游饭，2015 年底，蓑衣樊

村脱贫出列，卢金霞也摘掉了贫困帽。

游客引进来，怎么留下来？在村两

委动员下，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和民

宿。卢金霞考虑过这事：开农家乐，自

己炒菜水平一般；开民宿，置办新床、桌

子 、柜 子 ，样 样 得 花 钱 ，自 己 手 头 不 宽

裕。况且，光靠这片水搞旅游，能长久

吗？一盘算，还得再观望观望。

卢金霞犹豫着，但她的对门邻居黄

新海敢想敢干，率先在村里开起农家乐。

“生态环境治理，要
算小账，更要算大账，这
跟‘大河有水小河满’一
个道理。光打小算盘，就
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

临近晌午，记者循着菜香，走进对

面黄新海的农家乐。

一进门，只见他正推开缸子，抓起一

条扑腾蹦跳的活鱼，清水洗净后，左手握

鱼头，右手持菜刀，逆向刮去鱼鳞，动作

娴熟，一气呵成。分拣好食材，热油下

锅，不多会儿，一盘香喷喷的红烧鱼端上

了桌。客人是一对夫妻，从城里开车来

蓑衣樊村，就为了吃一口黄新海做的鱼。

“正忙着，没顾上你们，别见怪。”给客

人上完菜后，黄新海撩起围裙，擦了擦手，

沏上一壶茶，不好意思地冲记者笑笑。

听 记 者 道 明 来 意 ，黄 新 海 思 考 半

晌 ，打 开 话 匣 子 。 他 当 过 村 党 支 部 书

记，2011 年卸任。在任那几年，领着乡

亲们去开荒，苦没少吃，但仅靠开荒开

出的那点地，大伙儿增收有限。

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后，黄新海在村

周边搭起棚，搞养殖。在他的带领下，

全村有 10 多户跟着养起来。但露天养

殖气味大，粪堆满地，人们路过，都得捏

着鼻子绕道走。

“ 咱 村 要 搞 乡 村 旅 游 ，得 拆 养 殖

场。您也知道村集体没啥收入，先打个

欠条，但请放心，村里一挣到钱，补偿款

马上到位。”时任村委会主任司国营先

找到黄新海。

“搞乡村旅游，我双手赞成。但拆

我 辛 辛 苦 苦 经 营 的 养 殖 场 ，这 事 我 不

干。”黄新海一听便急了。

谈过几次无果，司国营找到黄新海

的叔叔，俩人带上一瓶酒，一同来做工

作。“村里发展旅游，从长远看，是好事，

村民都眼巴巴盼着。你不拆，影响的是

整个村子的发展。”叔叔劝说道，“再说，

你不光当过村干部，更是个老党员，本

身肩上就有责任。邻里都爱跟着你干

营生，不得给老百姓带个好头？”

听 到 这 ，黄 新 海 低 下 头 ，心 里“ 咯

噔”一下：自己虽说不当村党支部书记

了，但还是老党员，咋能光顾自个儿？

“实不相瞒，拆了养殖场，下一步干

点啥营生，愁得很。”借着酒劲，黄新海

道出心里话。

“咱村计划上一批农家乐、民宿，你是

村里出了名的大厨，有一身好厨艺，何不

搞个农家乐哩？”司国营支招。

一拍即合，拆养殖场，开农家乐。

“买什么餐桌、炊具，怎么经营，村

里通通有指导。”黄新海说，很快，村里

第一批民宿、农家乐开了起来，其中，农

家乐有 18 家，民宿有 14 家。

可没过多久，满怀憧憬的黄新海就受

了挫，“农家乐刚开起来，村里正到处施

工。游客们来了，一看到处都乱哄哄的，

很快走了，没心思留下来吃饭。”

原来，2014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 于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的 指 导 意

见》。山东随即在全省开展大规模、全

方位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改善，蓑衣樊

村也不例外。

此前的蓑衣樊村，出门泥洼路，门

前有“三堆”：垃圾堆、柴火堆、杂物堆。

村里转一圈，遍地污水沟。再看茅厕，

一个土坑两块砖，蚊蝇成群臭味浓。作

为沿黄村，不管是保护黄河还是发展旅

游，改善村容村貌都势在必行。

先清理门前“三堆”。“刚开始，部分村

民不理解，我们党员、干部带头行动，村里

建起了垃圾集中堆放点。”黄新海说，“‘三

堆’不见了，门前变得干净敞亮。”

清完垃圾，再完善基础设施。画标

线、挖基槽、搬管道，村里开始铺设污水

管网；整土坯、垫石子、浇水泥，道路硬

化工程同步启动。与此同时，政府下拨

资金，推进“厕所革命”。

村庄环境在改善，周边湿地环境也

在恢复。司国营介绍，湿地保护曾一度

缺位，“沉沙池形成的原生态湿地，都是

草，没有树。沙子沉得多了，积成一道

道小沙丘，没有树的保护，遇上大风，就

沙土漫天。渐渐地，鸟儿也都飞走了。”

2014 年，依托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

建设，高青县对湿地实施造林绿化、工

程固沙。裸露的沙丘渐渐变得绿意盎

然，景区绿化率达到 85%以上。

水清景美，鸟儿回来了，重新安了家，

县里在此建起观鸟平台和野生动物救助

站。如今，这里成为震旦鸦雀、天鹅、中华

秋沙鸭等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不过，环境治理有个过程。“当时农

家乐生意受影响，有点不想干了。”黄新

海一度打了退堂鼓。

“困难是暂时的，等整治好环境，一

切都会好转。”司国营鼓励他。村两委也

在想办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并帮着农

家乐、民宿联系生意。

2016 年 ，蓑 衣 樊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天鹅湖慢城湿地风景更加宜人，到

村住宿、吃饭的游客越来越多。每逢节

假日，黄新海农家乐小院里坐得满满当

当。有时，老两口忙不过来，还把女儿、

女婿请回来帮忙。

“生态环境治理，要算小账，更要算

大 账 ，这 跟‘ 大 河 有 水 小 河 满 ’一 个 道

理。光打小算盘，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

子。”回首这几年，黄新海深有感触。

“哥，你这农家乐不孬哩！”瞧着对

门生意火爆，卢金霞眼热了。

“还行还行，一年赚个七八万。”黄

新海说。

“七八万？！”卢金霞瞪大眼，心底盘

算：现在干，应该还来得及！

在村两委的指导下，她把家里几间

房改成民宿，安置了 10 个床位。2018 年

国庆节开业当天，就有 8 名客人入住。

那天，黄新海也来道贺，帮她点燃

一 挂 鞭 炮 。 如 今 ，全 村 农 家 乐 增 至 24
户，民宿增至 34 家。

“黄河岸边的好风
光，如今成为乡亲们的
‘聚宝盆’。我们村先吃
上了乡村旅游饭，还要
带着周边村庄一起走好
这条路”

夜 宿 卢 金 霞 家 的 民 宿 ，第 二 天 一

早，记者踏上观光车，向西驶去。

眼前两片水稻田。“左手边田里养虾，

右手边养蟹。”停下车，司国营一边走一边

介绍，“这里以前是一片盐碱地，2011年村

里把这片地承包给一家公司经营。前些

年纯种水稻，这两年开始探索‘稻蟹共生’

‘稻虾共养’。”

“有啥特别之处？”

“这里面可蕴含着生态大文章呢。

这些年，从上到下都这么关心黄河，咱

守着母亲河，更得保护好她。”司国营解

释道，“水稻与虾、蟹互利共生，虾、蟹能

清除稻田杂草、吃掉害虫，排泄物还能

肥田，水稻又为虾、蟹提供天然饵料和

栖 息 条 件 。 这 种 绿 色 种 养 模 式 ，无 农

药、无化肥、无污染。”

“效益咋样？”

“原先，一斤大米卖 2 元 5 角，现在

的蟹田米一斤卖到 8 到 12 元，加上虾、

蟹，一亩地每年能赚四五千元。”司国营

把账算得清。

稻田效益提上去，老百姓拿到的土

地流转费也更多。“老百姓腰包鼓了，但

村集体经济依然不强。”司国营说，2017
年自己任村党支部书记后，首先考虑的

就是如何带动村集体增收，并决定由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山东省奋力推进黄河

文化旅游带建设，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新

建了生态廊道、亲水栈道等设施以及黄河

风情博物馆等黄河文化主题展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司国营说，

2020 年，村党支部领办的高青蓑衣渔乡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投资近 20
万元，建起游船码头 1 处，购置游船 9 艘。

后来，又买了 15辆观光自行车，着力打造

休闲垂钓、湿地泛舟、沿湖骑行等项目。

当年年底，村里召开第一次分红大

会。那天，村广场上置了两张小桌，上

面放着一捆捆现金；小桌旁，垛着一袋

袋大米，摆着一桶桶食用油。村民们排

起长长的队伍，个个喜笑颜开。

卢金霞、黄新海都是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首批入股村民。他们举着“社员

分 红 2000 元 ”的 牌 子 ，喜 滋 滋 地 拍 了

照。“村集体分红，家家户户都有份，每

人能领 200 元，再加一桶油、一袋米。作

为入股村民，俺们还能再领到 2000 元分

红。”卢金霞说。

去 年 ，合 作 社 又 吸 纳 15 名 村 民 入

股，投资 20 余万元，建成一家特色餐饮

店，推出黄河岸边特色菜。“预计今年合

作社总收入 80 万元，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30 万元。”司国营说，“黄河岸边的好风

光，如今成为乡亲们的‘聚宝盆’。我们

村先吃上了乡村旅游饭，还要带着周边

村庄一起走好这条路。”

蓑衣樊村东头，建有一排小屋，置

有 一 块 门 牌 ，上 写“ 蓑 衣 水 乡 精 品 驿

站”。走进屋内，只见货架上摆满商品，

有蟹田米、荷叶茶、草编帽……

常家镇副镇长刘海超走上前，随手

拿起一袋米介绍：“在这家精品驿站，你

能买到周边 7 个村的产品。比如说这袋

米，来自说约李村。”

刘海超说，黄河在常家镇过境 13.8
公里，沿黄河有 7 个村。“以前各村都是

‘各刷自家锅’。蓑衣樊村强起来了，但

它的南邻——说约李村，还是县里的软

弱涣散村。”

“咱这 7 个村，地域相邻，产业相近，

可以成立联村党委，靠着周边景区，抱

团搞旅游。”刘海超给 7 个村的村党支部

书记做思想工作。

7 个村中，蓑衣樊村名号响，发展势

头好，连片发展，要用好蓑衣樊村这张

名片。2020 年 6 月，高青县首个联村党

委——蓑衣樊联村党委成立了。

开展以强带弱，打造“一村一品”，建设

“乡村记忆”馆，将沿黄村风景串成线……

蓑衣樊联村党委成立以来，动作连连。

去年，司国营发现，来村游客中，有

不少人打听附近哪有采摘的地方。村

民摇摇头，游客只好把车开到几十公里

外，那里有大片采摘园。

司国营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刘海

超：“咱们能不能搞采摘？”

喊上 7 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

超将专家请进村。察看土质和场地，最

终将采摘园选在了刘春家村，这里有一

片闲置地，土质改良后，适合种瓜果。

“按照规划，春种西瓜，夏收鲜桃，

秋结葡萄，冬摘西红柿，大棚不闲着，一

年四季都能采摘。”刘海超笑道，“明年

‘五一’，正式开园。到时候，从慢城湿

地游完船，到蓑衣樊村吃农家乐，赴说

约 李 村 品 稻 米 ，再 来 刘 春 家 村 体 验 采

摘。行走黄河沿线，村村是风景。”

“山东省全力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

建设，沿黄地区已有 1800 多个村庄走上

乡村旅游之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王磊说，2021 年，全省沿黄地区乡

村旅游接待 1.88 亿人次，实现消费 897.7
亿元。

图①：黄河边的蓑衣樊村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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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黄新海向顾客展示黄河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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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泛舟蓑衣樊村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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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穷日子，过上好日子，迈向美日子，从贫困村到全国文明村，山东省高青县蓑衣樊村——

家住黄河边，吃上乡村旅游饭
本报记者 徐锦庚 李 蕊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每当《我的祖国》旋律
响起，无数中华儿女心头都会涌起对家乡的
情、对祖国的爱。

家乡的那条小河、那支溪水，与数不清
的溪水河流一道，汇成祖国大江大河的浩浩
荡荡。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

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
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
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纲要》。

江河奔涌，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这十
年，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一寸土地上
变化的日新月异，汇聚成新时代中国的气象
万千。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本报记
者分赴黄河边、长江畔和大运河沿岸，蹲点
一个村庄，从时代的大江大河中撷取几朵浪
花，从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

从今天起，记者调查版推出“大江大河
这十年，蹲点村庄看巨变”系列报道，首期报
道带您走进黄河边的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
蓑衣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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