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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河边

村地处瓯江之畔，距离杭州290多

公里，是古堰画乡景区的三个核心

村之一。紧邻53省道，交通便利。

村庄区域面积0.3平方公里，全村

现有13个村民小组。2018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3.8万元。

近年来村集体积极投入大量

人力和财力，进行了道路硬化、健

身广场修建、村庄绿化、自来水管

网改造、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建

设，极大地改变了村容村貌，整个

村庄焕然一新。

浙江·丽水浙江·丽水

在 2015 年之前，河边

村的“风景线”还不是那些

千年古樟、潺潺流水，而是

村里曾经的支柱产业——

木制品加工业。

但是，随着大环境的改

变，家家户户条件改善，木制

品加工产业开始没落：“低、小、

散”的生产结构，企业生产带

来的噪音、粉尘污染，路边随

意摆放的木料带来的消防隐

患⋯⋯到2014年，古堰画乡

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环

境与产业的矛盾愈加凸显。

河边村开始转型，转向

绿水青山要效益的河边村

村民有了新目标。

2015 年 6 月，河边村用

40 多天时间就完成了村内

木制品加工企业的搬迁拆

除工作，借助景区红利，民

宿产业开始兴起。

■新闻+

冬 日 暖 阳 的 午

后，阳光透过庭院的

玻璃懒洋洋地晒在

木桌上，杨翔军左手

紧握凳腿，右手持木

制锤头，敲打着最新

创作的奶牛凳。

从 2015 年，从木

匠转行后，做木工不

再是杨翔军的被迫

之举，而成了闲暇时

的享受。

在 丽 水 市 莲 都

区大港头镇河边村，

从加工业到旅游业

的产业升级为村民

开辟了一条发家致

富的新路子。

曾经为生计忍受漫天粉尘曾经为生计忍受漫天粉尘，，如今为兴趣打磨木制品如今为兴趣打磨木制品

逃离与回归，小镇木工的选择
逃离：灰头土脸的木匠生活

2009 年，23 岁的杨翔军从部队退役回

到丽水河边村，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一名木匠。

彼时，河边村所在的大港头镇共有 140

多家小家具厂，厂房大多建在自己房子里：1

楼工厂，2 楼样品间，三四楼人员的住宿，门

外则盖起密密麻麻的棚户。

在杨翔军的印象中，村里几乎见不到绿

植，偶尔能见到几棵树和田地，也都是灰蒙蒙

的。家家户户也常年紧闭门窗，从不晒被子，

因为一旦把窗户打开晒被子，就会立刻布满

灰尘，需要回炉重洗。

常年在布满粉尘的环境下，杨翔军和大

多数村民一样，患上了鼻炎，一到换季，鼻炎

发作，头疼、眼睛肿、鼻痒都随之而来，但他只

能忍着不适继续工作。

“以前对于健康、生活的概念没那么深，

就想拼命挣点钱，为了钱，脏活累活都干。如

果做到现在，大概那些病都出来了。”

拼命干了 3 年后，杨翔军一心想要“逃

离”这种生活。他决定像村里的其他年轻人

那样，出去闯一闯。随后，他和朋友去了扬

州，合伙开了一家超市。

但实现又一次打击了杨翔军，钱没挣到，

又因为超市需要长期有人守着，家也回不

了。“一个人在外，和家人离得太远，只能在视

频里见见孩子，幸福感太差。”

回家：幸福感爆棚的民宿老板

为了妻子孩子，杨翔军回家了，再次过上

灰头土脸的生活。

直到 2015 年，政府有关部门找上门，与

办厂的村民协商厂房拆迁、产业转型，鼓励村

民利用自己的房子开民宿。村民还被邀请去

外地参观民宿、学习

培训。

转了一圈回来，

杨翔军做了一个重

大决定：办民宿，并

把自己的木工手艺

用上。

“民宿里的房间

都是自己设计，然后

手工做的。”经过长

达一年多的设计、建造、装修，原本破旧的厂

房变成了一栋带庭院的 5 层小洋楼，杨翔军

为它起名：画居匠心民宿。

杨翔军的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家人和生

活经历。退役后，他时常会怀念起当兵的日

子，于是他把 2 楼的房间设计成军旅风。“那

时候睡上下铺，再加自己以前经常做折凳，就

想用折凳的样式去做一个上下铺。”

自从转型经营民宿，杨翔军的生活状态

也一点点起了变化。“以前更多是为了生计，

谈不上什么幸福感，现在可以说幸福感了，家

人孩子在身边，又能挣到钱，环境也好。”

随着民宿在村里兴起，杨翔军明显感受

到大家对生活的要求提高了，“跟以前比，一

个天一个地，以前看的都是木材，现在一路过

去门口全部都是花花草草，以前吃了晚饭就

睡觉或加班，现在都是出门散步的人。”

改变：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变的不止杨翔军，河边村的村民都在变。

在距离画居匠心民宿 2 公里，村书记蓝

小清正在施工现场勘察即将投入改造的畲寨

广场。近段时间，他已经接待了好几拨人的

询问，“改造什么时候能结束？”有几户村民打

算在竣工后，把自家大房子打造成民宿。

改造始于 2018 年底。最先改变的是交

通，坑坑洼洼的单行道，变成了平坦宽敞的双

车道。其次是环境，翻新防洪堤步道和凉亭。

作为土生土长的村里人，蓝小清曾迫于

生计外出打工。2017 年，他回到家乡，发现

曾经村里的破旧土房变少了，崭新的洋房多

起来，新农村改造开始后，在家创业的机会也

多起来，年轻人也不再急着出去。“现在村里

已经开了好几家民宿，还有不少人想试试。”

村委会为村口的4栋房子进行外立面改

造，乳白色的墙体上绘出蓝色传统腰带，屋顶

上装饰起具有畲族特色的凤凰图腾。

每天，蓝小清都忙碌在改造现场，村民们

也常会出来“督工”，他们对村里的变化充满

了期待，见到村干部，不时会“催”上一句，“你

们快点做，大伙都等着呢。”

对于家乡的变化，杨翔军打从心里感到

开心，他也相信村里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因为

环境越好，生意越好，“就像习总书记说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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