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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南高山深处，台州市仙居县广度乡庆云村，一

排排干净整洁的村舍里，汽车来往的声音此起彼伏。

村民姜银花拾起堆放在门口的高山红薯干，走进

后院，将薯干一袋袋装上自己的面包车。

2009 年，仙居县率先开展农业安全公共服务网

络，仙居农产品出名了，但因为交通不畅，庆云村的农

产品一直养在大山人未识。

2018 年 11 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始结对帮扶

台州市仙居县广度乡庆云村。很快，通村公路拓宽了，

村里的农产品被顺利运往杭州等大城市，庆云高山蔬

果也因此打响了名气。

行进山村深处，记者看到了被改造后村居村貌的

惊艳亮相，也看到了村内蕴藏的文旅新希望。

水槽养鱼、水缸养花、竹排做护栏

“爆改后”的高山小村太吸引人
水槽养鱼、水缸养花、竹排做护栏

“爆改后”的高山小村太吸引人

偏僻山村美丽蜕变
高山蔬果“走出去”

庆云村处于仙居县北部大雷山脉中段，海拔 650

米，全村分9个自然村，由水口、王田、下团坑等自然村

组成。庆云村出产的高山蔬果，在当地一直很有名。

王田村村民姜银花，靠在村内种植水蜜桃、高山杨

梅及红薯为生。然而距离县城24公里的山路，阻隔了

姜银花等村民将优质蔬果大量外销的希望。

2016年，水口自然村村内开展新农村建设。旧房

拆除工作全面完成后，庆云村村居一期改造工程“庆云

小院”破土动工。

2018 年 11 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结对帮扶庆云

村。

“当时，虽然美丽乡村已初具成形，但这个村在家

人口较少，留守的基本上是老人，困难群众居多。”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派驻仙居县广度乡庆云村的结对帮扶驻

村指导员丁正位说。

2019年，浙报集团拨付给庆云村扶贫结对帮扶资

金，用于慰问困难群众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截至2019年底，村内水口和王田两自然村的村道

扩展提升工程已经完成。在技术、人力、资金的投入

下，昔日寂静、偏僻的小山村，已经成为阡陌交通的“桃

源村”。

村道变宽了，姜银花等村民的“致富心”也敞亮了。

浙报集团在提升改造村落环境的同时，第一时间

帮扶农户售卖高山杨梅、高山水蜜桃等。丁正位还和

乡干部一起向仙居县交通局提出申请：凡是庆云村的

低收入农户通过县交通系统打造的互联网销售平台和

农村物流平台销售和运输农产品，平台费用和物流费

用全部免费。“今年光是杨梅，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就增

加了4万多元。”

除了夏天的杨梅、水蜜桃，庆云村冬天的高山笋

干、红薯干，同样是当地的“金字招牌”。

庆云村地处高山，竹林面积较大，以往群众对采集

的竹笋只是用来晒笋干，产品结构单一。为了提高附

加值，丁正位干脆和村民们一起，尝试制作瓶装油焖

笋。

“第一瓶油焖笋做出来后，我特地带回了杭州，请

常做菜的人尝尝鲜。他们告诉我，笋干的味道咸鲜香

甜，口感脆爽，嚼完嘴里也没有残渣。”就这样，村里的

第一道农产品加工菜正式出炉，并被有心的农户们慢

慢销往外地。

“未来，庆云村所有高山农产品，都能搭上‘仙居绿

色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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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爆改的“山中村”开起民宿

改造前的庆云村不仅环境脏乱差，而且村民的环

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改造完的小山村怎么维护？

“由‘大家长’出来管事。”这是所有村民、村干部商

量出的结果。

2019年，庆云村成立了“房长制”，把村庄所有房屋

划分为若干个区域，请村里有威望和有号召力的党员干

部或村民担任“房长”。“房长”主要负责各自区域内每间

房子的美化，尤其要引导部分村民改变不良行为习惯。

屡劝不改的村民，还会被贴在村公示栏，进行曝光。

村民素质提升了，村居环境也在提升改造中。

2018年底，“庆云小院”一期项目终于完工。改造

后的村居，水槽养鱼、水缸养花、竹排做护栏，可作为民

宿、餐饮，以及农家乐等项目使用。未来，它或能成为

集农耕、登山、休闲、游乐、餐饮于一体，具有浙东南山

区风情的“养生村”。

“今年10月，村内的第一家民宿开起来了，民宿主

还专门练了一手厨艺，红薯粉炖土猪肉、白切肉等正宗

仙居土菜，在这里都能吃到。”

引进电商课程，分享文旅经验
小山村期待更多“职业农民”加入

目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向庆云村援助各类帮扶

资金 60 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6 个，带动该村 122 名低

收入农户增收。

环境治理好了，村民生活有保障了，浙报集团开始

有意识地传播文旅经验。

“在日常与村民、村干部的沟通中，我们就有意识

地和他们分享浙江其他度假区的文旅腾飞经验，并请

有意向投资的文旅专家来村考察。”

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为这个小山村注入了“敢为

人先”的态度。11 月下旬，庆云村村口附近的一辆汽

车里，村民王燕娜下了车。她是村里最年轻的“老板

娘”，1994年生，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就搬到了县城。如

今，她负责家中所有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年均总收入约

50余万元。

这次回村，王燕娜有个任务：作为村内唯一“走出

去”的电商达人，丁正位特意将她请过来，与村民、村干

部分享她的“电商经”。“我的母校原来是规模为500余

人的九年制乡村学校，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学生了。”如

今，这座废弃的小学，已经被改造成为广度乡农产品展

销中心。新落成的一楼大厅，也是王燕娜本次的授课

“课堂”。

“庆云村现在这么美，回来创业有底气。”作为回乡

创业的“职业农民”，王燕娜期待未来

能有更多同行人，加入她的队伍。

引进电商课程，分享文旅经验，

未来，这座全新的浙东南小山

村，或许能走上“文旅振村”的

全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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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村处于仙居县北部大雷山

脉 中 段 ，海 拔 650 米 ，村 内 林 地

12300 亩，耕地总面积 1010 亩，农户

370 户，户籍人口 1474 人，在家人口

300多人。村民主要种植水蜜桃、杨

梅、蔬菜、水稻等作物。

目前，庆云村村居改造项目“庆

云小院”一期已完工，共改造村居26

套，“庆云小院”二期即将破土动

工。崭新的庆云村已成为广度乡的

一颗明珠，等待更多人“擦亮”。希

望更多的浙江文旅企业、“职业农

民”及乡村运营人能来庆云村看看，

帮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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