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前是碧水依依的拒马河，村旁是

草木葱茏的清泉山，东临世界地质公园

房 山 十 渡 ，西 接 国 家 5A 级 景 区 野 三 坡

……可是，2014 年之前，地处京冀交界处

的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还是一个远近

闻名的贫困村。

那时，眼见河对岸村庄的村民，因乡

村旅游腰包鼓起来、小车开回来、楼房盖

起来，一河之隔的南峪人同样靠近旅游

区的景观资源，却吃不上旅游这碗饭。

一

心里最急的，莫过于村支书段春亭。

1999 年 8 月，在外做木材加工生意

的段春亭回到家乡，担任南峪村村党支

部书记。

村民们打量着这个年轻的带头人，看

他怎样为南峪村开辟一条致富的道路。

因为贫穷，多年来南峪人出村走的

是一座冬天搭建夏天拆掉的临时木桥，

进村是一条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砂石土

路。村委会没办公室，村集体也拿不出

一分钱。

段 春 亭 上 任 后 咬 牙 跺 脚 做 了 两 件

事：修桥，铺路。

自己拿出准备扩建厂房的 6 万元做

启动资金，其余大伙筹集，村民锹镐自

备，义务出工。

趁着初冬拒马河浅水期开建，垒石

做墩，水泥浇筑，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漫水

桥架好了。

转年开春，从村外主路开始，接着是

村里辅路，一点一点推进，一条蜿蜒进村

的水泥路修好了。

桥通了，路修了，村里人眼巴巴等着，

盼着。游客还是没来，小山村依旧冷清。

好在村民出入方便了，山货土特产

可以拿到外面去卖，终究是增加了一些

收入。

段春亭琢磨，邻村的旅游收入主要

来自经营“农家乐”，这是一条不错的致

富路，南峪村也可以开农家饭店。

他自己先开了一家，又动员 8 户村民

跟他一起。街道上 9 家“农家乐”依次排

开，算是小有规模。

终于，有稀稀拉拉的游客来了，在村

里走马观花地转一转，在“农家乐”简单

消费一下，逗留不超过两小时。

村里人失望，段春亭迷茫，他小心地

询问游客，游客说：“这山上、坡下没有景

色，怎么会吸引人？村里的饭店没有特

色，游客何必绕个弯来南峪村消费？”

是啊，平淡无奇的南峪村怎样才能

引来游客呢？

2010 年，途经南峪村的张涿高速开

工建设，南峪村头将成为进入野三坡景

区 的 第 一 个 入 口 。 凭 着 多 年 经 商 的 敏

感，段春亭认定，这条高速公路将为南峪

村的发展带来巨大商机，一个打造野三

坡“旅游第一村”的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

里萌生。

段春亭想，人们千里迢迢到野三坡

旅游，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大自然的青

山绿水，领略的是淳朴的乡野民情。优

美的生态环境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

那就先从恢复村庄和山岭坡地的自

然生态做起。

他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动员村民房

前屋后栽花种树，全村 2 万亩山场全部封

山育林。

计划容易，做起来却一波三折，阻力

首先来自村里的养羊户。南峪村地少土

薄，田里的收成仅供温饱，一半的村民要

靠养殖山羊卖给景区饭店来贴补家用。

“不让放羊可以，你给找个挣钱的营

生。”60 岁的王振设，对上门做工作的段

春亭气冲冲地说。

从王振设家出来，段春亭来到正在

施工的高速公路，他找到负责人，一番商

量之后，王振设和其他一些劳动能力较

强的养羊户被安排到工地上干活，身体

稍弱的几个，被安排到山上做护林员。

养 羊 户 的 挣 钱 门 路 得 到 了 妥 善 解

决，禁牧养林得以顺利实行。

经过 5 年休养生息，南峪村的山林逐

渐丰茂。春天百花绽放，夏天绿树如荫，

秋天满坡金黄，冬天玉树琼枝。春华孕

育了秋实，南峪村开始四季有景。

二

2015 年，南峪村终于迎来转机。

中国扶贫基金会要在河北省选一个

村，打造“百美村宿旅游扶贫项目”。段

春亭赶到镇里打听，给南峪村报了名。

当时，河北省 5 个贫困县、22 个贫困

村，最后只有一个村入选，在全省范围竞

争，难度可想而知。

考察需要一年的时间。“不能坐等馅

饼从天上掉下来。”段春亭想。

他到北京周边发展比较好的村镇取

经，回来开始带领村民整治村容村貌。

先解决村里夜间出行靠手电筒的问

题，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装了 90 盏。

接下来解决村里街道污水横流和生活垃

圾乱堆乱放问题。排污管道入户，生活

垃圾分类，段春亭跟着垃圾分类车走街

串巷，挨家挨户上门回收，遇到没有分类

或者分类不合规范的，当场纠正。

终于，各家各户都用上了统一的供

水和排污系统，生活垃圾当天即被分门

别类清运消化，南峪村露出清秀的容颜。

项目考察组来了，山上山下、村前村

后逐一勘察，每个院子、每家每户都做详

细调研。

经过 3 轮考察、3 轮评审、1 个试点项

目考评，南峪村从 22 进 10，再从 10 进 2。

在终审陈述时，段春亭以“南峪村的美丽

乡村梦”为题，向评审组深情讲述南峪村

的美好愿景，务实的态度、清晰的思路、

坚定的信心，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考评组负责人后来告诉段春亭，除

了区域环境、生态资源等客观因素外，村

集体的凝聚力、执行力，也是项目落地南

峪村的重要加分项。

项目落地，南峪村发展的机会来了。

扶贫资金到位，开始谋划产业，选择

项目却让段春亭费尽了脑筋。

无论是野三坡还是十渡，景区已经

成熟发展了几十年，形形色色的农家院

有几千个，大同小异的宾馆酒店有数百

家。继续跟风行不通，得另辟新路。

段春亭日思夜想、绞尽脑汁。他在

村里转来转去，从上街转到下街，又从下

街转到上街，在一家闲置多年的老宅前，

他停下了脚步。他想起当初游客的那句

话。对呀，南峪村的旅游之所以发展不

起来，就是因为没有特色。把这些闲置

老宅改建成民宿，外观保持民居原貌，内

部进行现代装修，为城市客户打造乡村

梦，这不就是特色吗！

三

2016 年 4 月，南峪村农宅旅游农民专

业合作社成立，段春亭出任理事长。民宿

经营采取全体村民共享、多投多得、多劳多

得和帮贫济困的收益分配方式，贫困户经

过培训可以担任民宿管家，享有保底工资

和绩效工资。这样的分配方式，既符合村

民“村庄发展人人有份”的需求，也符合村

庄“扶危济困”的传统民风。

南峪村的民宿一点一点开始成型：

屋梁门楼所用的第一批木材刚刚从车上

卸下，一块方方正正的石材已经在民宿

的院墙上垒起。

项目新，愿景美，南峪村化茧成蝶的

美丽乡村梦能否实现，在此一举。

2016 年 9 月，两套精品民宿落成：青

砖灰瓦的院落，明亮雅致的居室，看得见

青山绿水，闻得到草木花香，一经推出，

即受到游客追捧。年底，两个民宿小院

营业额达到了 8 万元。

合作社精品民宿的成功，让南峪村

民感到振奋，也让段春亭悬着的心踏实

了下来。

2017 年，又有 6 套民宿投入使用，仅

半 年 的 营 业 额 就 达 到 174 万 元 。 2018
年，合作社继续投入，新增改建民宿 7 套，

年底分红达到 268 万元，全村人均收入达

到 7600 元。至此，南峪村彻底摘掉了穷

帽子。

2019 年，段春亭被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奋进奖”，同其他乡村致富带头人一起

去国外考察学习。国外乡村“三产融合”

的产业模式打开了段春亭的思路，也让

他意识到南峪村目前产业模式还相对单

一，未来要做大做强，就需要在民宿经营

之外，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餐饮服务、

特色旅游的综合发展。

回国后，段春亭带领合作社建起了

一座 70 亩的生态体验采摘园。

有了生态采摘园，踏春赏花，避暑露

营，秋收采摘，烧烤野炊，这些原生态项

目成了游客享受田园生活的绝佳之选，

也成了南峪乡村旅游的又一个亮点。

四

2020 年，南峪村集体收入达到 1160
万元。村民富裕了，村庄发展了，在外打

拼的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了。

90 后段合宾是村里第一位返乡创业

的大学毕业生。段合宾 2015 年大学毕业

后在北京工作，收入不错，但一直苦于无

法照顾家里身体不好的父母。看到村里

民宿发展得有声有色，段合宾便有些动

心。段春亭知道后，找到段合宾，向他介

绍 合 作 社 民 宿 的 情 况 ，并 表 示 全 力 支

持。段合宾将家里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一

套四居民宿，经营理念先进，设计风格独

特，民宿推出后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客

房一度供不应求。到年底，不仅收回投

资成本，还赢利 10 万多元。

初战告捷，坚定了段合宾继续创业

的信心。第二年，他又流转了村里一套

闲置民宅，扩大民宿规模。既能发展自

己的事业，又能照顾父母，段合宾感到心

满意足。

在打理好自己民宿的同时，段合宾

还同其他民宿分享客源，出主意，帮设

计，用互联网为全村民宿做推介、招揽客

人。段合宾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作为

农村的孩子，出去求学，不是为了远离农

村，而是为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与从城里回乡创业的段合宾不同，

田春苗的创业之路是本土式循序渐进。

田春苗之前在野三坡景区做导游，看到

村里民宿发展势头不错，便回村做了一

名 民 宿 管 家 。 导 游 的 经 历 让 她 熟 知 营

销，并积累了一定客源，做管家则让她掌

握了一整套民宿接待、服务和管理技能，

田春苗渐渐有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和丈

夫商量要开民宿。

“平时的游客大多是老客户带过来

的，也有一些客人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

到我家院子以后打电话订房。”田春苗的

民宿由小夫妻二人自己经营，开业后每

逢周末和节假日几乎都客满。

“民宿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庭院中的

草坪、秋千、观景台，与南峪村的自然风光

相映相衬。”田春苗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像段合宾这样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南峪村现在已经有 8 人。这些年轻人客

源互通、互帮互助，有新的理念、新的思

路，再加上运用短视频、直播等网络营销

手段，南峪村的民宿旅游做得风生水起。

一脉青山，一汪碧水，以山水绘画，

用庭院写诗，南峪村的美丽乡村梦才刚

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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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着 青 山 栈 道 拾 级 而 上 ，台 阶

边的花朵争相绽放。紫色的柳兰、

红色的月季、雪青的糙苏、金黄的万

寿菊、五彩的格桑花等将步道装饰

得姹紫嫣红。夏橡、黄金树、三刺皂

角、山杏等林木将山体包裹得绿意

葱茏。站在山顶的望城亭，四下环

顾，万亩海棠林碧波荡漾，一条条宽

阔的大道与一幢幢别致的高楼铺陈

开来，花团锦簇、浓荫密布。青河公

园、滨河公园、开屏河公园、人民公

园、凤凰山公园、锦绣休闲公园……

整个城市掩映在绿荫之中。

而曾几何时，脚下的山，是垃圾

山，眼前的海棠林，是荒漠地。博乐

现在的美好，让我有了恍如隔世的

慨叹。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为了参加高

考，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赶往六十

里外的县城博乐。很小的时候，从大

人们零星的描述里，我就觉得博乐是

个了不起的地方，那里有柏油路，有

很多会骑自行车的人，有很多商店，

有很多好吃的糖果。

沙石路上大坑套着小坑，颠簸了

四个多小时，精疲力竭，我终于看到

了城市的路灯。站在如梭的人流中，

心潮澎湃，顿时忘记了疲惫。第一次

站在有路灯的柏油路上，第一次登上

县城最高的三层楼，第一次见到顾客

如流的商铺，我站在原木建造的“北

京桥”桥头，感叹眼前的繁华。

三年后，大专毕业，博乐撤县建

市。我分配在市里工作。不知不觉

间，二十多年就过去了。每天骑车上

下班，早已看惯了沿途的平房和商

铺。城市小，日子久了，就都熟了。

看着身边人结婚、生子；看着蹒跚的

孩子，渐渐就高过了父母。街道没

变，店铺没变，甚至连人们看这个世

界的眼神，都没有变。

变化似乎是陡然间发生在博乐

的。北京路的大转盘边上，立起了

“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标牌。改造

青河上的北京桥，成为变化的起点。

那时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北京

桥，三年多，我见证了工人们日夜奋

战，让这片狭小的水域化茧成蝶的过

程。昔日二三十米宽的浊水河，已拓

宽成百米宽的景观带，碧波荡漾，蝶

花掩翠。这里已成为市民们游玩的

绝佳去处。周末，约几个亲朋好友，

坐在河边的夜市，举着啤酒，吃着烧

烤，看着霓虹灯光倒映河面，清爽的

微风沁人心脾。在城建部门工作的

朋友自豪地说，这才是刚开始呢，博

乐要在五年内，打造成一座清新秀

美、舒展大气、水系环绕、宜业宜居的

现代文明城市。

城市的改造果然开始提速。我

居住的小区，大部分都是不抗震的老

楼，确定拆迁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部

搬空。解决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堪

称城市美化的点睛之笔。垃圾山上

种花、种草、种树，一座青葱碧绿的观

景山，拔地而起。

通过望城亭里架设的一台高倍

望远镜，能观察到整个博乐城区的全

貌。青山之南的开屏河与之北的博

尔塔拉河，像两条波光粼粼的哈达，

把美好的祝福，献给这片生机盎然的

大地。两河水系相互贯通，又分别与

五一水库、七一水库相串联，增加了

水库容量，为农业灌溉储备了大量水

源。宽阔的水域上，修建了水上乐

园，为市民们增添了游玩的去处。两

条三公里长的河道，则打造成了两个

大型湿地公园。成群的天鹅、鸳鸯、

麻鸭、斑头雁在河间嬉戏，引得全城

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在这

里聚集。

极目远眺，高耸的天山正用亿万

年的峻拔，关注着人间的沧海桑田。

博乐这些年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

象。五年多的时间里，每年都动员上

万名干部职工，在春秋两季义务植

树。人们掘沙碎石，在两条河中间的

荒漠地带，栽种了两万多亩共计五十

多万株海棠、苹果、沙棘、山楂等果

木，给赭黄的大地披上了彩衣。林中

铺设了十余公里长的观光步道，开设

了休闲茶饮和商铺。花开时节，人流

如梭。一个江南水乡的意蕴，被植入

干旱荒漠的戈壁之中。每次和家人

在此徜徉，看到亲手栽种的海棠茁壮

成长，开花结果，特别有成就感。觉

得自己的依恋，也像树一样，深深扎

入了大地之中。

有了水系，就少不了桥，博尔塔

拉大桥，宛如一条巨龙，又似飘动的

哈达，刚毅雄浑中透出柔和；金水桥

威严肃穆，像护城的卫士；迎宾桥像

张开的双手，拥抱每一个归来的游

子；鸿雁桥似一只展翅的大雁，正在

凌空高翔。还有端庄大气的开屏桥、

拙朴厚重的昌乐桥、清新雅丽的秀水

桥……天色渐暗，桥身和堤岸都会被

彩灯照亮，水面的倒映，更是浮光跃

金，灿若星空。

十年的砥砺奋进，一座城市脱胎

换骨，新的生活如诗如画。

绿水青山果然带来了金山银山，

来博乐市观光的游客，翻倍增长。如

今的博乐市，再见不到黄沙弥漫、污

水横流了。人们生活在花园里，行走

在丛林中。抬头是蓝蓝的天上白云

飘，俯瞰是清清的湖水鱼儿跳。公园

里，市民们唱歌、跳舞、拉琴、耍剑，我

能从他们不同的表情和神态里，看到

相同的表情，那是对新生活的自信。

我还看到了他们内心的花儿，也

在蓬勃绽放。

下图为博乐市滨河公园。

夏特克·海拉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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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来 了 ，春 雨 淅 淅 沥 沥 、沙 沙 绵

绵、洋洋洒洒，仿佛把偌大的江南织在一

个清新、活泼、润朗的网里。

春雨是赶着趟儿来的。连续几天，

雨 总 是 不 紧 不 慢 地 飘 着 ，开 始 是 毛 毛

雨，看不见，拂在脸上，是丝丝的凉意。

接着，雨下得大起来。雨滴落在水面，

砸出好看的波纹。过些日子，枯瘦的河

流 丰 腴 起 来 ，一 座 座 山 从 苍 翠 转 为 碧

翠，再过一阵，那就是葱葱茏茏的景象

了。一场春雨一场暖，初春的天空是灰

茫茫的神情，到清明时候，明亮的光芒

就会四处闪烁。

雨 的 滋 润 ，颇 有 力 量 ，使 得 那 些 花

啊、草啊不甘落后。昨天，坡上还只是冒

出草的短芽，毛茸茸的；今早，草的嫩绿

就连成了片。勃勃的生机是挡不住的。

春 雨 中 最 美 的 风 景 ，还 是 在 田 野 。

雨下得欢，下得勤，柳树的风姿就全在轻

轻浅浅的烟雾里了，迷乱着人的眼。紫

云英随风起伏，形成的波浪像跳着华尔

兹，这是在踩着雨点的节奏。布谷在雨

里的鸣叫有些低沉，但一直稳健，它们飞

得快，一眨眼就到山那边了；白鹭喜欢做

独行侠，翅膀抖落水珠，轻轻盈盈起落，

仿佛在展示着天生丽质。站在高处望，

感觉雨水像被精心设计的宏大背景：雨

水摇一摇身段，眼前的水墨画就颤悠悠

动一下；雨下得久，这轻灵的一幅画就成

了大写意，洇向四周，洇向远方。

一犁好雨伴春来。雨的好，还反映

在农事农活上。春耕、春播、春种是一刻

也耽误不起的。育秧的活儿完成得早，

秧田被整理得熨帖光滑，隔成长方形的

一块块，秧谷撒下去，被软软的泥含住，

秧谷落得不深，过几天就蹿出了苗；为防

寒潮，秧谷上铺了一层苔藓，再加盖薄

膜。插秧也在加快，男女老少齐上阵，唱

着山歌比着赛，几天工夫，山沟里亮光光

的梯田就青了。

闹 春 耕 ，正 在 增 加 很 多 新 内 容 ，尤

其是今年，农家有了更多“宝贝”，比如

犁田机、旋耕机、插秧机等，大家总结得

有些“牛气冲天”：过去春耕靠水牛、黄

牛，累啊；现在舒服啦，“铁牛”“飞牛（无

人机）”干活又好又顺溜，痛快！春雨沁

润着田野，扑面而来的，还有滚滚的现

代化气息。

雨不会闲着，地里也闲不着。菜园子

已经被锄头翻弄了一遍，栽瓜种豆，每家每

户忙得不亦乐乎。到谷雨时节，雨会下得

很从容，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豌豆等

将纷纷挂果，它们较着劲，看谁飞快鼓起

来、胖起来、靓起来，热闹得紧。

“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还等啥

呢？抖擞抖擞筋骨，融入原野，干活去！

好雨知时节
陈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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