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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家家””在溪龙千亩茶园采风在溪龙千亩茶园采风 裘志伟裘志伟 摄摄

“大白天的，村口的柿子树还举着

这么多的小红灯笼来迎接我，也不解

释，只笑。”11月27日，黄亚洲即兴创

作的诗《安吉，安静的蔓塘里村》用这

样的开头，描述着蔓塘里村口的几株

柿子树。柿子红了，喜满枝头，柿子树

下“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住在村口的邵大爷带着一对4岁的

双胞胎孙女，沿着蜿蜒的村道去到村中

的古戏台看热闹。路两旁的房子白墙黛

瓦，没有纷乱交错的电线网，自然村的天

空开阔敞亮，放眼望去，风景尽收眼底。

阳光暖洋洋的，戏台上，打太极、跳广场

舞的村民自得其乐，让两“家”艳羡之余

频频打开心门、按下快门。

“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一位外地游客游览蔓塘里村后发

出由衷的感慨，他和古宅的合影也入

了采风摄影师的镜头。

蔓塘里地处灵峰山西北面，是灵

峰街道剑山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听

村干部介绍，随着经济的发展，蔓塘里

有很多农户种植茶叶和黄花梨，为了

方便农业生产，很多农户曾私自在房

前屋后搭建了简易钢棚和厂房进行茶

叶加工，村容村貌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了彻底解决此类问题，2016年结合

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和

“美丽宜居”项目，村里采取了疏堵整

治结合的模式，拆除了60多户农户1

万余平米的违法搭建物，启动了“五

线”入地改造；同时，编制了拆后利用

规划，根据规划将拆除后的空地用于

建设村庄道路、景观绿化和集中式茶

叶加工厂。

重修古宅，新建仿古戏台，疏通水

系……如今的美丽村貌，激发出两

“家”的创作热情。用诗情喷薄、灵感

爆棚来形容两“家”访“两山”的这一

路，并无夸张。

“设想过是清风明月之白，是青山

绿水之白，是根系自在而舒服伸展之

白……在安吉——有机肥涵养沤熟的

土壤里，白茶将人世间的壮美，都装进

了口袋。”这是对安吉白茶有感而发；

“翘首以望——真想在每一个车站都

停一停，让每一节车厢都装上我一厢

情愿的爱情……”“鲁家村的火车承载

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蒋兴刚几乎在每处采风

点都留下了闪现的灵光。

和他一样，这些著名作家、摄影家

一路采风，一路流连，一路用“诗情画

意”描绘“两山”科学论断的美丽实践。

你的美丽实践相约我的诗情画意
两“家”访“两山”采风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陈卓 文 王志浩 摄

暮秋，正是安吉色彩斑斓的时节，

竹海、茶园，银杏满地，层林浸染，错落

有致的建筑隐映其间，一派祥和景象。

但这不都是天然而成的，两“家”探

访的也正是这美景背后的故事。

游走在“两山绿道”间，参观天荒坪

镇余村文化馆，两“家”了解到，余村曾

一度靠山吃山，矿山、水泥厂是村里的

支柱产业，整日粉尘遮天，炮声隆隆。

2003年至2005年间，响应生态省

创建号召，余村先后关停村里开了几十

年的矿山和水泥厂。2005年8月，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临余村考察，充

分肯定了余村的转型之路，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

12年来，余村人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

托，“两山”之路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

越自信。

发生大变化的还有鲁家村。在安

吉递铺街道鲁家村游客服务中心，两

“家”品茗听“书”——村党支部书记朱

仁斌介绍说，2011年他和新上任的村委

班子刚接手时，村里账面上只有6000

元，对外负债超过150万元，村经济发展

在安吉县近200个村居中排名倒数。村

两委班子下定决心，抛开过去的老观

念，努力追赶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

步伐。经过几年建设，现在的鲁家村屋

舍俨然，庭院整洁，色调统一。泥土茅

草的低矮夯土墙，分割出庭院和停车

场，加上路灯杆挂着的红灯笼，别有一

番风味。

鄣吴镇里，吴昌硕故居传来的琅琅

书声，让两“家”挪不开步子。一群小学

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研读经典国学课

程，这是“古鄣讲堂”传承经典的一部

分。课堂的正中央是吴昌硕的雕像，老

师采用的是引导式教学，鼓励学生主动

表达甚至辩论，孩子们表达自我想法时

会恭恭敬敬地行礼。

百年前，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在鄣

吴镇上诞生，那是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

的旧时代。如今，吴氏修谱大屋与明代

木门楼等古建筑相得益彰，给这里增添

了厚重的人文底蕴。早在2014年，浙江

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受邀，为鄣吴

镇进行历史文化名村整体规划设计，古

建筑修旧如旧，昌硕广场改造提升，老

街小巷重新梳理，穿村小溪两侧进行景

观塑造和亮化。去年，借着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契机，双方再次合作，从规

划设计入手，强化集镇功能提升，彰显

生态优势和历史文化特色。这才有了

今天令众人惊艳的鄣吴。

怀抱绿水青山怎么收获金山银山？

对此，朱仁斌深有感触。

鲁家村被绵延起伏的山地围绕，形

成一个低丘缓坡的山庄，属于典型的“七

山一水两分田”。朱仁斌说，他刚走马上

任时，因为村子穷，年轻人都出外打工，

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做过武术教练也

下海经过商的朱仁斌敢打敢拼，带领鲁

家村在浙江建设美丽乡村的大潮中迎面

赶上。

27日，两“家”坐着环村观光火车，见

证了这个被规划定位为中国首个家庭农

场集聚区和示范区的村子样貌：“有农有

牧、有景有致、有山有水、各具特色”。

16.7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规划成18个农

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庄四周，野山

茶、特种野山羊、蔬菜、果园、绿化盆景、

药材以及特种鸡等为主的特色家庭农

场，在鲁家村生根发芽……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吸引

投资的同时，今年以来，国土资源部和国

家环境保护部将相关会议放在鲁家村召

开，而黄亚洲也正筹备着将新的文学创

作工作室安在鲁家村。

神奇的变化吸引着作家刨根问底，

生在鲁家村的缪一帆成了众人的包围目

标之一。90后的他高中毕业后当过两

年兵，退伍后在城里学过做蛋糕，得知家

乡鲁家村要建设国内首个家庭农场集聚

区和示范区后，主动回到村里，并由村里

统一送到特种设备学院培训拿到证书。

之后，他和村里的另外3个年轻人成了

观光火车的首批司机。和缪一帆一样，

很多曾经在村里呆不住的年轻人如今纷

纷返乡，因为他们对鲁家村的发展前景

充满期待，希望亲身参与并见证家乡的

巨变。

28日上午，两“家”刚走进溪龙乡黄

杜村千亩茶园，天空突然下起了一阵小

雨，茶林云雾缭绕，若虚若幻。山谷中，

一个总投资2.2亿元的茶乡休闲综合体

项目刚刚举办过开工典礼。

安吉白茶享誉海内外，溪龙是一个

半山区半平原的小乡，也是中国著名的

白茶之乡。近年来，溪龙乡充分挖掘利

用独特白茶文化和自然资源禀赋，不断

探索农旅结合发展路子，加快乡村休闲

旅游产业发展。

50来岁的钟玉英是黄杜村的女强

人，她的白茶事业红红火火，足不出户就

能收到许多订单，家庭年收益超过百万

元。作为“中国白茶第一村”，黄杜村家

家户户都种植白茶。钟玉英说，以前合

作社成员们种植白茶最大的困难就是经

常面临资金不足，现在好了，白茶产业发

展有了金融支持——中国农业银行安吉

县支行推出的惠农e贷和安吉特色的茶

园贷，就让他们获益多多。

28日上午，在两“家”的见证下，农行

安吉支行向溪龙乡黄杜村授予农村金融

自治村牌匾，并举行了农网贷白茶茶农

预授信卡发放仪式。村里符合条件的茶

农，只要获得授信，通过手机申请就可以

获得授信贷款用于经营和消费。目前，

农行安吉支行在基于村民信贷档案系统

的惠农e贷架构下，将安吉《茶园证》外

部信息导入村民档案系统，涵盖了全县1

万多户茶农以及17万亩茶园，全县茶农

可以更方便地得到农行信贷支持。

鄣吴镇则充分借助昌硕大师故里的

独特书画优势，将文化与当地经济巧妙

地结合起来，大力发展集实用性、艺术

性、欣赏性、收藏性于一体的各类工艺扇

产业。两“家”现场听取了“江南扇王”徐

义林儿子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扇技

艺”的讲解，并观摩体验制扇工艺。当听

到一把用斑竹绢帛制作的小扇子可以卖

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时，温州市龙

湾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翁美玲很是惊讶，

但听过一番解释后又释然地频频点头，

为“非遗”的价值点赞。

绿水青山入画来的背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激发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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