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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顺村尾村村口同乐廊桥只有数百米距离，临着天关山

古道，有一家名叫“游驿”的民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刘艳艳是温州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是这家民

宿的主人。

1997 年，刘艳艳和 6 名年轻人分别资助了一名来自

岭北的贫困生。到最后，只有她和另一名年轻人坚持了下

来。因为共同的经历，两人最终结成了夫妻。

2014 年 10 月，当年帮助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夫妻

俩偶然得知姑娘亲戚要卖掉村里的老宅，于是果断将其买

下改造成了民宿“游驿”。

2015年5月1日，“游驿”正式对外营业。

原本买下房屋，就是因为助学的缘分，刘艳艳和家人就

琢磨着，借助“游驿”把结对这件事情延续下去。自民宿开张

以来，已有13名村里的孩子陆续结识了来自大山外的“亲人”。

“这些孩子家境艰难，每一户我都亲自走访过。他们和

城里的孩子一样，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向往与大山外的交

流沟通。”刘艳艳会把收集好的情况和照片放置在民宿的展

示板上，让游客根据信息来确定有能力帮扶的对象。

遗世而居的村尾村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更以五古资源

而闻名。在刘艳艳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学旅行的地

方。“很多知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教授，对于培养孩子的

综合能力很有帮助。”刘艳艳说。

如何利用好让五古资源，让更多人知道泰顺有这么美丽

的一个小山村，省纪委的驻村帮扶干部找到了刘艳艳。

今年初，刘艳艳和来自温州鹿城区不同学校的老师共

组团队，以“游驿”为依托，围绕五古资源分别开发了五个主

题的特色体验活动和评价体系，并帮助村尾村申报成功温

州市研学基地。

除了是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游驿”还成为村里的小型

交流市场。

每年收获季，刘艳艳就会化身“网红主播”，在朋友圈为

岭北带货，也由此带活了整个村庄的收入。

从2015年开始，刘艳艳根据季节更迭推出了不同的农

耕主题体验，让这个小村庄留住更多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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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村尾村不远的陈家垟自然村，几个身影正在一片

新翻垦的荒地上劳作，带头人叫张昌亮。

38年前，让村干部头疼17岁“顽劣”少年张昌亮应征入

伍。1985年，经部队推荐，张昌亮考入空军第一航空技术专

科学院深造，成为家乡第二个大学生。

1998 年 10 月，退役后的张昌亮在泰顺县委组织部、

县司法局任职，于2012年退休。退休后的安逸日子，并没

有拴住这颗“农家汉子”的心。张昌亮的内心始终有个梦

想：如何利用好家乡的自然环境优势，带动乡亲们增收致

富。

四川、河北、山东、贵州、云南⋯⋯从 2013 年开始，张

昌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重庆梁平柚、山东菏泽的苹果、陕

西延安的红枣⋯⋯他把目光瞄准了可以让大家致富的“金

果子”。

“家乡有美景、有资源，但是缺产业，留不住年轻人。要

致富，必须走‘以农兴乡，产业并举’的路子。”

但张昌亮的路走得并不顺畅。他曾去县里争取过资

金，帮助村民种上了特色蔬菜，但因为缺少技术，蔬菜水土

不服；他和村民们还尝试将佛手果等观赏性水果种入盆栽，

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可靠的种植技术，最终也半途而废。

几次失败并没有让张昌亮放弃。2018年1月，张昌亮无

意间在网上发现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里，有一

位专家讲解的果树种植技术通俗易懂、实用可靠。于是他自

己开车1600多公里，一学就是大半年。

2018 年 10 月，张昌亮学成后回到泰顺。此时，古朴

安谧的村尾村，在省纪委帮扶工作组的支持下，正在全力

推进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在驻村的省纪委干

部邀请下，张昌亮向村民们提出了种植果树，带动旅游发展

的思路。

2019年7月，借助岭北通往福建和泰顺县城的翻山公

路修建成功的契机，陈家垟村开始动员土地协调。村民大会，

56个红手印摁在了同意土地调整的协议纸上。

经过认真考察和论证，今年 6 月 25 日，张昌亮和陈家

垟村正式签约了“富联农庄”项目。

10月4日，寒露将至，张昌亮的果园正式动工。

截止11月底，已平整出的120亩荒田将赶在元旦前，

按计划种下血桃、黄桃、醉李、蜂糖李、樱桃等七八个品种，

每一株果苗都由张昌亮精心挑选，并引来山泉水灌溉。

在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陈家垟里，闲置着不少古民

居。目前，部分建筑经过半年修缮，初具改建为民宿的条

件。“我准备鼓励村民筹备开设四到五家民宿和农家乐，待

两年后春季桃李盛开时，至少可以创造近百个就业岗位。”

“再过两年，我希望家乡会成为一座人人向往的‘花果

山’。这片被隐藏的“世外桃源”，该是时候放飞希望了。”

曾经的“顽劣”少年 要在家乡造一座“花果山”曾经的“顽劣”少年 要在家乡造一座“花果山”

初冬时节，乍寒还暖。

在浙南泰顺岭北村尾村，“五古游岭北”旅游线路产品正式发布，这背后，是帮扶村在有心人的努力下的蜕变；在

仙居垟庄村，村民已经在开始期待来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杜鹃花节，因为这是他们“村庄目的地”打造的重要抓手⋯⋯

5天时间，辗转1100多公里，途径4个地市，钱江晚报记者先后探访了省内4个重点帮扶村。在省内结对帮

扶单位的关心和帮助下，这些村庄的田园山水和诗意生活完美融合，村民的生活日益富足。

开发研学项目、创办网红旅游节、整村改造提升⋯⋯一路走来，我们记录下了一串串暖心的故事。

一片“花果山”，一座“游驿”客栈

“沉睡”的泰顺五古村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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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是浙江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县，

隶属温州市，是浙江26个加快发展县之

一。自 1997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建立定

点挂钩帮扶制度以来，省纪委省监委就

开始联系泰顺。

村尾村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资

源丰富，其中更以“古桥、古道、古树、古

民居、古民俗”等“五古”资源而闻名。

天关山古道是古时岭北与泰顺县城

连接的交通要道，始建于唐朝，亦称千年

古道。

岭北有不同年代古廊桥7座，是编梁

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再现人间的发祥

地。

岭北有枫香、栲树、檵木、柳杉、马尾

松、苦储、甜储、木荷等百余种类的千余棵

古树名木，其中被列入温州市“百大”古树

名木的苦槠王，树龄长达1500余年。

岭北有 50 多幢保留完好的明清时

期的古民居群。同时，这里也是浙闽文

化的交融带，尝新饭、提线木偶、舞龙灯

等大量民间艺术习俗项目得以保留传

承。

11 月 28 日，正式发布了“五古游岭

北”旅游线路产品，将“五古”等资源串成

线，设计出古道徒步、户外体验、民俗体验、

康养休闲等适合不同游客群体的主题游

玩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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