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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庆林所在的村子是山东省日照市东

港区下元一村。那天，黄庆林记不清在附近

的天台山上转了多久。他将目光投向那些黑

松树、果树和裸露的山体，再穿过灰蒙蒙的砖

厂、石料厂看向山脚下的新村。眼前所见，让

他心里不是滋味。

想起村两委会上刚刚作出的决定，此刻

他心里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带着大伙到浙江

安吉学习，彻底解放思想。下元一村要走绿

色生态发展的路子。

10 天前，区里组织一批村干部到浙江省

安吉县学习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发展经验。

安吉的余村了不起，他们从卖石头到“卖”风

景，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成了

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这，才是乡村健康

发展之路啊！余村的蜕变让黄庆林大受触

动，夜不能眠。下元一村再不能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搞发展了。余村就是下元一村学

习的榜样。

这是 2010 年 5 月。

回来后，村里连续召开多次会议。黄庆

林介绍余村经验，把几天来的所思所想一股

脑端了出来：“咱搬村不是目的，让全村男女

老少子子孙孙都能过上好日子才是最重要

的。眼下，我们是住上了小楼，集体收入也不

错。可这是在吃子孙后代的饭呐！我们必须

走绿色生态发展的路子。”

有着几十年党龄的他越说越激动：“这些

道理是我在安吉县的培训班上，从余村的发

展变化中悟出来的。我们不能再抱着侥幸心

理往下走了。”

在此之前，黄庆林与村两委班子带领村

民，干了一件祖祖辈辈想干而没干成的大事

——搬村。全村从山上搬到平地上，从此彻

底摆脱了没有水没有路的苦日子。村民们住

进整齐宽敞的小楼，公路、学校、水、电、卫生

室等基础配套设施也相继到位。

1962 年，下元村分为 3 个村，下元一村

独居半山腰。那时黄庆林还没上小学。村

民吃水需要提水桶到泉沟里排队舀水，人们

靠天吃饭。初中毕业后，黄庆林回村当了乡

村医生。他为全村百姓把脉诊疗几十年，也

把准了大家的心病，想把村子搬到山下去。

2004 年 9 月，黄庆林担任下元一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没有忘记乡亲们的

搬迁梦。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2007 年年底

终于把村子搬到了山下。

搬村的梦想实现了。但是接下来村子的

发展问题立马摆在了眼前。当初搬村，村里

的一个石料厂和两个砖厂在资金和材料上都

发挥了作用。然而，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靠炸

山卖石头、挖土烧窑卖砖，只怕对生态的破坏

越来越大。

说 起 来 容 易 ，可 还 是 有 不 少 村 民 想 不

通。即便是黄庆林，也翻来覆去做了大量思

想斗争。最后他认定了一点：时间和实践证

明，余村的做法是正确的。

百闻不如一见。黄庆林决定带着大伙去

一趟余村，眼见为实，不信大家不为所动。

二

从余村学习归来，大伙统一了思想：把村

里的石料厂和砖厂全部关闭。

村子下了山，黄庆林又带领村民上了山。

首先是开启山体复绿工程。其实之前，

他们就已开始了绿化荒山的行动。村两委顶

着压力把山林收归集体统一管理，然后开始

栽树。实施山体复绿工程以后，他们加大了

植树的力度。天台山上适合栽黑松，但黑松

树苗小，栽下去需马上浇水。于是每到雨季

来临，全村就集中植树。村民们披着雨衣、扛

着铁锹、背上一袋子小树苗就上了山，雨不

停，不收工。回想起那场景，黄庆林感叹：那

时自己就暗下决心，如果不踏实干事，就对不

起乡亲们。经过几年努力，山上山下，村里沟

渠河塘边、房前屋后全栽上了树。

搬村腾出 600 多亩土地，村里经过商讨，

决定全部复垦，引茶上山，建设有机无公害茶

园。多年前，下元一村村民就试着请来师傅

教授种茶技术，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基础

上，他们很快创出自己的茶叶品牌。村里还

在山下建设了 100 亩有机水稻示范基地，三

年时间带动周边发展水稻 1000 多亩，并申请

了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这是他们

开发的第二个品牌产品。又投入资金，在废

弃的石料厂和砖厂厂址上建起茶文化综合楼

和影视基地。

远看青幽幽近看绿油油的天台山，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下元一村

生态旅游发展开始起步。

观念一转，地阔天宽。

其实，发展旅游业，下元一村是有基础

的 。 这 里 有 山 、靠 海 ，距 黄 海 只 有 4 公 里 。

天台山主峰上有太阳神祭坛、祭祀太阳神的

老 母 庙 及 石 刻 文 字 和 岩 画 等 历 史 文 化 遗

迹 。 村 里 整 合 这 些 独 特 的 资 源 ，连 年 举 办

“太阳文化节”，吸引游客前来游玩。山上还

有山涧、山泉、小路，老村址保留的旧房子，

成片的茶园、果树。山下有稻田示范基地和

统一规划的别墅村。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

看点。为发展旅游，村里还专门成立了乡村

旅游合作社。

栽下梧桐树，金凤翩翩来。2015 年，“天

台山田园综合体”项目在下元一村建成，为村

集体增收、村民增富开辟了新路。2016 年，

日照市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太阳城”落户天台

山，仅土地、山场租赁一项，下元一村每年就

增收 100 余万元。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资源

供不应求。村里外出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就业

创业，附近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也成了相关项

目的工作人员。

下元一村出名了！

三

如今的下元一村，绿山林海，溪流蜿蜒，

风景如画。村民享受的是“村在林中，路在树

中，家在园中，人在景中”的田园诗画生活。

面对前来旅游观光、体验生活、进行研学

教育的大小团队，村两委班子又发现了新机

遇——发展以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让

到这里来的游客不仅玩得好，也吃得放心、住

得舒心。

邹宗敏是嫁到下元一村的媳妇，现在是

村旅游合作社和村史馆的工作人员。第一次

听她讲解村史，我就被她富有感情、生动细腻

的讲解打动，后来我们聊了起来。

邹宗敏跟丈夫当初都在日照市打工。有

了孩子后，来回奔波很不方便。后来有了第

二个孩子，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到村里。“回来

不久，村里成立旅游合作社，招聘工作人员。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如果自己能考上，有了工

作不说，还能照顾家庭。”邹宗敏说。经过笔

试面试，她应聘成功。起初她负责建网站、办

登记，兼顾打扫卫生。村史馆建成后，村里想

培养自己的解说员，她又多了一份特殊的讲

解工作。

发展民宿被提上村议事日程后，全村近

200 套二层小楼，成了村民们跃跃欲试的资

本。村里对民宿制定了标准，成熟一家发展

一家，很快有 20 户达标，紧接着又跟上来 30
户 。 邹 宗 敏 家 算 一 个 。 来 到 她 家 ，眼 前 一

亮。高大的门楼被挺直的广玉兰遮护着，洁

白的玉兰花时隐时现。干净整洁的院子里，

几十盆各色花儿靠墙摆放，摆出了田园诗画

风格，也摆出了主人热爱生活的心境。一楼

自家住，二楼是民宿。客厅和房间皆宽敞整

洁，舒适温馨。我一边参观一边心里嘀咕，这

是小山村的民宿吗？分明就是花园里的浪漫

小屋呀。

邹宗敏告诉我，民宿的房门钥匙另有一

把在村旅游合作社，有来登记住宿的客人，

由工作人员统一安排。一日三餐由房主按

照村里制定的饭菜标准来做，最后由合作社

统一结账。想起村支书黄庆林曾给我介绍

过这种经营模式的好处，住宿和饭菜质量都

有保证，而且，房主不会因住宿登记等事务

而 耽 误 工 作 ，也 不 因 忙 工 作 而 耽 误 住 宿 生

意。现在，邹宗敏成了大忙人，丈夫也早已

回到村里。

这个黄海边的小山村，到处都有故事。

我在村里串起门来。小伙子秦兴玉以前在

天津打工，“东方太阳城”项目落户村里后，

他带着妻女回到家乡，他在村里上班，妻子

在家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经营民宿。我到他

家时，小两口正在南房吃饭。恍惚中我把他

们当成了游客。女主人跟我搭话，家里正住

着几个济南来的学艺术的大学生，这会儿外

出写生去了。我打量着这个家，除了干净漂

亮整洁外，最醒目的是客厅的一面墙上全是

孩子的奖状。秦兴玉对我说：“在家门口工

作，心里特别踏实。”我留意到，他家大门上

还有家风家训：友善宾朋，和睦邻里；养老爱

幼，帮亲助戚。

往回走的路上，我又经过了邹宗敏家。

这才发现，原来她家大门上方镶嵌着牌子，

那是市、区妇联和农业农村局颁发的“美丽

庭 院 ”牌 ，下 面 是 颁 证 理 由 ——“ 家 和 、院

美”和“洁美、院绿、有序”。一旁的邹宗敏

告 诉 我 ，去 年 11 月 份 ，她 光 荣 地 成 为 一 名

预备党员。

我继续走在村道上。八横八纵的村道宽

敞洁净，绿荫覆盖，樱花树、银杏树、桂树、玉

兰等扮靓着村庄，真是美不胜收。

临走之前，我又去了一趟天台山。在天

台山上，我发现一些景点及墙壁处有很多绘

画，以太阳文化为主题的居多。黄庆林自豪

地告诉我，如今的下元一村又与绘画艺术结

上了缘。他们依托太阳文化，打造绘画艺术

村，以提升乡村旅游的特色与品位，既为村民

增收，又为村子的人文环境添彩。

2021 年，下元一村村民人均收入 3 万多

元 。 这 个 小 山 村 ，有 着 一 个 个 闪 光 的 荣 誉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

“国家森林乡村”……下元一村正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展开腾飞的翅膀。

压题图片为下元一村风光。朱玉东摄

制图：赵偲汝

天台山下天台山下，，有个下元一村有个下元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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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悠悠，波光粼粼。一溜溜水草，沉浸

于河中，绿如碧玉。

这条河的名字叫鱼洞河。它从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中所镇龙泉村出发，昼

夜流淌，一直流向文昌故里景区。景区因水

清而驰名，成为受到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这条河的清澈流淌，与一个人分不开，他

叫张国伟。

张国伟祖祖辈辈居住在龙泉村。这里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雄奇的金马山南麓山脚

下 ，有 大 大 小 小 70 多 个 出 水 洞 ，其 中 巨 大

的山洞就有 20 多个。一股股清澈的泉水从

洞口“哗哗”涌出，奔流成河。站在岸上，能看

见鱼群在洞穴与河流中来回穿梭，“鱼洞河”

由此得名。

张国伟从小在鱼洞河边长大。他和小伙

伴们常聚在河边玩耍。河水清冽甘甜，他们

常常把嘴巴贴到水面，尽情地吮吸。水中天

然生长着一种细鳞鱼，味道鲜美。想吃鱼了

不用发愁，可下河摸鱼，可临河垂钓，可水瓢

舀鱼。鱼洞河，早已深深地融入了张国伟的

生命里。

然而，这样一条美丽的河流却被伤害过。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村民种地积极性提

高，用水量增大，出现了私挖渠系的现象，鱼

洞河的水质受到污染。再后来，逐步富裕的

村民建起了新房。有的临河修建，有的给河

床加盖，在上面开商铺、搞养殖，还有的筑堤

拦水，放养外来的观赏鱼。眼看着曾经清澈

流淌的鱼洞河变了颜色，变了气味，张国伟心

里五味杂陈。

2004 年起，张国伟开始担任龙泉村村干

部。还鱼洞河一河清水，成为他的梦想。

转机出现在 2020 年，越西县委县政府把

打好生态环境保卫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重拳出击治污。也是在这一年，45 岁的

张国伟挑起了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的担子。

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张国伟带领

村民大刀阔斧地开展鱼洞河治理。拆掉之前

在洞口用石头垒砌的挡墙，让洞里的泥沙自

然排泄；清理前些年投放的外来鱼种；对渠系

进行清洗，铲除河道的杂草和污泥……

两年来，张国伟起早贪黑地忙着，几乎

没有节假日。有一段河流流经村民集中居

住区，河道积下了不少污泥，气味刺鼻。张

国伟带头跳下河，铲污泥，垒河床，一干就是

20 多天。

2022 年 3 月，越西县委主要领导带着相

关干部到龙泉村调研，充分肯定了龙泉村对

鱼洞河的治理。然而张国伟没有半点骄傲，

他心里还压着块石头。他建议，尽快解决违

规临河建房和私自加盖占用河床的问题。“大

家想到一块儿了！”县委领导当场拍板，向“老

大难”开刀。

上级要求 6 月底完工。时间短，任务重，

张国伟铆足了劲儿干。

这段河流有 1 里多长，治理涉及 10 多户

人家，重点是要拆掉几户人家的违规建筑。

住了 20 多年，还是“水景房”，得知要拆迁，开

始他们都不情愿。张国伟带着村干部挨家挨

户做工作，有的人家甚至跑了四五趟，白天谈

不妥，晚上再去。讲了大道理，又讲小情理，

可谓苦口婆心。

不到一个星期，群众工作全做通。

一个晴朗的早晨，施工队伍和机械开进

场。一个多月过去，所有违规建筑、违规搭建

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张国伟又组织村民

治理这段烂河道，整治垮塌，铲走河底垃圾，

终于攻克了鱼洞河治理的最后一个难点。

今天的鱼洞河已经恢复了它清可见底的

本来面目。河流全长 4.8 公里，流经 4 个村

落，进入文昌故里景区腹地。景区里，鱼洞河

环街绕舍，为景区营造出“小桥、流水、人家”

的意境。

如今，文昌故里景区成为越西县一张知

名的旅游名片。紧靠主要景区的龙泉村，近

水楼台先得月。村里抢抓发展机遇，动员村

民办民宿、客栈、农家乐。村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

国庆假期，张国伟在村里沿着清澈的鱼洞

河转悠。看着沿河进村的游客络绎不绝，还有

村民们忙碌的样子，他心中回响着一个声音：

要让鱼洞河一直这样清澈地流淌下去……

让鱼洞河清清流淌
刘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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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因创作纪念革

命烈士江竹筠的纪实文学，

我回到故乡重庆云阳。江竹

筠出生于四川自贡，她的丈

夫彭咏梧烈士是云阳人，当

时是下川东游击纵队政委。

重庆解放前夕，夫妇两人在

云阳一带组织武装暴动，烈

士的鲜血染红过这片土地。

近乡情更怯。一回到县

城，我就来到明德广场，瞻仰

彭 咏 梧 、江 竹 筠 烈 士 纪 念

碑。这对革命伉俪的雕像携

手并肩、挺胸昂首，站立在苍

松翠柏之中。这座纪念碑从

前位于老县城人民广场，我

上学时，每逢清明，学校都要

组织学生去祭扫。如今，这

座纪念碑依然是这座新城里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红 色 文 化 地

标。广场旁的莲湖公园风景

怡人，园中一组“江姐托孤”

主题浮雕引人注目，石头上

刻 着 江 竹 筠 被 捕 、入 狱 、受

刑、写信托孤的情景。湖水

清澈，游人如织，人们驻足观

看浮雕，重温那段红色历史。

这片土地“四时多云，山

水之阳”，故名云阳。因三峡

工程建设，云阳人溯江而上

38 公里，把县城搬迁至长江

与澎溪河交汇处。云阳老县

城搬迁时，一些历史文化遗

迹也整体搬迁，一砖一瓦原

封不动移了过来。现在的建

筑，倚山取势、层层叠起，朱楼碧瓦、倒映江流，仍是我幼时所

见的一派美景。

回家乡后的第三天清早，父亲约我去爬登云梯。新城建

设伊始，云阳人就设计建造了这道登云梯。梯道起于长江岸

边，止于县城制高点磐石城下，共 1975 级。整个梯道酷似一

个巨大的“人”字，蕴含“以人为本、勇于攀登”的城市精神。我

们一步一步登上最高处，整座城市尽收眼底。峡江山水依旧，

而家乡已出落成一座气质独特的现代化公园城市。近些年，

云阳还举办了国际登梯比赛、全国沙滩排球赛、全国自行车邀

请赛、世界翼装飞行挑战赛等诸多体育赛事，运动的因子让这

座城市愈加青春勃发。今年 6 月，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云阳开通了高铁，从此，回家变得更方便了！

这次回乡，恰逢云阳举办“天生云阳”金秋节，活动在县城

附近的太地村打谷场开幕。农民们在田间地头载歌载舞，庆

祝丰收。曾经贫困的云阳，如今已脱贫，进入西部百强县市，

实现了华丽转身。

县城里一条长 33 公里的环湖绿道，也在金秋节到来之际

全线贯通。为了保护长江，保障三峡库岸地质安全，县里决定

不搞大开发，而是启动库岸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关停拆

除砂石码头、涉江违建，进行生态修复整治，并且大量栽种狗

牙根、马蹄筋、芦竹等乡土植物。历时 7 年，原先生态系统极

度脆弱的水库消落带变成了一道绿色生态屏障。同时，新建

的环湖绿道用宽约 3 米的自行车道、跑步道和漫步道串联起

几个城市公园，更加提升了城市的现代气质。陈家溪早年是

一片荒滩，人迹罕至，一些白鹭在此栖息。据此，云阳人生发

出了打造白鹭公园的巧思，新建了观鹭台和栈道，种植绿色灌

木，定期投放鱼苗，设置白鹭保护员。渐渐地，更多白鹭来此

“落户”，成就了“人鸟居一城，白鹭舞蹁跹”的别样景观。

回到家乡的这段日子，我时常到环湖绿道“打卡”。绿道

两旁既有中国传统的梅花，又有引入的法桐；既有不畏霜雪的

罗汉松，又有南方常见的小叶榕，引人驻足。公园里还配齐了

直饮水、休闲座椅、服务驿站等公共设施……

傍晚，我漫步在月光草坪，耳边突然传来歌剧《江姐》里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的歌声。寻声望去，几位云阳当地

的百姓正在齐声动情歌唱。夕阳映照着新城，高峡倒映平湖

之上，红色的旋律流动在云阳的街巷间，那样动人，那样幸福。

下图为云阳县城风光。 杨玉诚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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