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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余
村
，洞
见
中
国
乡
村
之
美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原党支部书记鲍新民：

绿 水 青 山 终 不 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4.86平方公里村域面积的余村，在960多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在浙江的村庄中，余
村也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但余村却又是新中
国发展历程中，令人瞩目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走了一段拼资源、拼环境、拼
消耗的发展路子，炸山开矿时期的余村，就是最典型的
案例。余村的路该怎样走？余村需要答案。高速崛起
的中国，也需要新的答案。

2005年，在余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提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这理念就像
刺破迷雾的光，为余村指明了方向，让余村实现华丽蜕
变。时至今日，“两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和行动，整个中国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绿水青山”通向

“金山银山”的康庄大道。
余村之变，折射一个国家的变迁，成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缩影。余村为何拥有如此能量？
懂得扬弃，善于抉择。曾经关于矿场和水泥厂的去

留，余村干部们不知讨论了多少遍，当沉重的生态环境
成本和生命健康代价摆在眼前，余村坚定站在维护广大
人民的利益这一边，心一横、脚一跺，顶着压力也要决定
关停矿山。当面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世纪难题时，
正因余村的正确选择，成就了村民今天的好日子。

坚守初心，持之以恒。从鲍新民、潘春林等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具象化的初心。十多年来，余村牢牢践行

“两山”理念，坚定绿水青山发展之路，余村的领导干部
一任接着一任干，干出了越来越优异的成绩。

敢为人先，创新不止。各具特色的咖啡店、垃圾站翻修的小酒
馆、水泥厂改建的图书馆……漫步余村，新潮元素在田间地头绽放，
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扑面而来。余村像安装了一台创新永动机，
总有新点子，总是走在创新的前列，因此能够持久焕发新的生命力，
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站在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下，青山环绕，漫山翠
竹，游人嬉闹，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余村，我们
看见中国乡村该有的模样，相信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将造就万千
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浙西天
目山北麓的余岭，披一层翠竹密林作绿
裳，一条条银链般的溪流环绕山间。饶
有名气的安吉余村，就藏在余岭的褶皱
里，静谧山村宛若桃源。

30 多年前，余村炸山开矿，掘出
“第一桶金”，山却成“秃头光”，水变“酱
油汤”；

19 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余村大力推
进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

今天，余村脱胎换骨，被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评为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乡村振兴羽翼逐渐丰满。

一路走来，余村的发展与命运都与
那山、那水紧密相连。在“改革先锋”余
村原党支部书记鲍新民的理解中，从面
临“成长的烦恼”，到一跃成为令人瞩目
的“生态明星村”，余村始终如一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不停
止对改革和创新的探索。从不同版本
的余村中，我们看见一个勇敢追梦、不
断迭代升级的新余村。

1.0 版本：“靠山吃山”，
“首富”也烦恼

对鲍新民来说，曾经的记忆是灰色
调的。

这个被群山笼罩的小山村，村民人
均不到一亩田，改革开放前，吃饱穿暖
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对人们来说都是奢
望。为解决温饱，20世纪80年代，余村
人做起了开矿的营生，先后建起水泥
厂、石灰窑、化工厂等集体企业，村中主
要劳动力全都扑在矿山上，矿石开采规
模不断扩张。

一时间，开山炸石炮声隆隆，余村
人初尝富裕的滋味。1992 年，鲍新民
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那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高达300万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
数目，村里还免费给每家开通自来水、
有线电视，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
慰问金，“靠山吃山”让余村成为全县的

“首富村”。
好景不长，“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的繁华背后，余村饱尝生态环境破坏的
恶果。“烟囱呼呼冒烟，天都看不清了，
戴口罩也不管用。山上的毛竹林被盖
上一层厚厚的灰，家里早上擦干净的桌
子晚上积的灰能写字。原本清澈的溪
水比酱油汤还黑，污水流过的地方种不
成庄稼。”谈及那段被浓烟占据的岁月，
鲍新民眉头紧锁。

“85 后”汪玉成在矿山脚下长大，
他把儿时那首打油诗背得滚瓜烂熟：大
炮一声震天响，黑烟灰尘雾茫茫，翠竹
绿叶变颜色，白衣晒成黄衣裳。也是在
这样的环境中，他经历了人生至暗时
刻。“二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工厂门口
玩，听说矿山上出了事情，放炮的人被
炸伤了。”汪玉成叹了口气，“我跑过去，
看见躺着的竟然是我叔叔，一条腿炸没
了。父亲也因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导致
胃结石，整个胃切掉2/3。”

炸山的灰尘落在每个人肩上都像
一座大山。因为炸山，有人被炮声震成
了聋人，越来越多村民受伤，短短几年
内甚至有5名村民伤亡，鲍新民声音沙
哑：“最小的才18岁。”

日益恶化的环境，不时传来的噩
耗，让余村人陷入深思。2000年，安吉
县提出“生态立县”，一张矿山整治单到
了余村。“活着就要有个人样，不仅自身
要健康，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
园！”鲍新民说。

余村需要一场“自救”。2003年起，
村党支部通过党员议事、村民代表大会
表决等方式，提出余村转型升级的方
案，决定关停一座矿山。没有原料，水
泥厂也关了。2005年3月，余村庄严宣
布：关闭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
吃山”，调整发展模式，还村民绿水青山。

“我们从苦日子中走来，那时候做
出这样的决定非常不容易。”鲍新民说，
炮声停了，村里的发展也停滞了，村集
体经济一下缩水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全
村几乎半数村民失业，就连干部的工资
都发不出。没有好景色，村里新开的农
家乐，也招不来几个客人。

回过头讲述这段历史，鲍新民说起

来很轻松，而实际上，决策的过程却十
分曲折。“肯定有村民不同意，有的吵、
有的闹，甚至有人跑到我家里争论。”那
些时日，各方压力排山倒海般向村“两
委”班子涌来，鲍新民和班子成员每天
愁容满面。

可思想上的“霾”不除，空气中的霾
又怎能根除呢？鲍新民好几次把压在
心头的想法和疑问，向村口的一棵老银
杏倾诉：余村的路，到底怎么走啊？

老树不会回答。

2.0版本：养山富山，赚得
“金山银山”

春去夏来，村口那棵银杏树生了几
株嫩绿的新芽。余村的路怎么走？鲍
新民和班子成员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

举棋不定之时，习近平同志的到
来，改变了这个小山村的命运。2005年
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来到余村进行调研。

鲍新民在汇报中谈到，村里 2003
年通过民主决策决定关停矿山，又讲到
复耕复绿等措施。“讲到这些，我明显
感觉到，习近平同志对复耕复绿、生态
环境特别感兴趣。”鲍新民讲得很激动，
思绪仿佛回到了当年，“习近平同志在
听完所有汇报后，语重心长地帮我们分
析‘生态经济’。他说，生态资源是你们
最宝贵的资源，搞经济、抓发展，不能见
什么好都要，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迷恋过去
的那种发展模式。”

当听到余村关停矿山复绿的做法
后，习近平同志当即肯定：“你们下定决
心关掉矿山，这是高明之举。过去我们
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
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老村委的会议室很狭小，夏天又
很闷热，可听到这些话，我瞬间觉得神
清气爽，心里忽然有了一张清晰的蓝
图。”鲍新民的眼里泛着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
同志这句朴实又富含哲理的话语，拨开
了余村人心中的迷雾，一颗绿色的种子
埋进余村人的心里，余村坚定了发展的
方向。

从那天起，鲍新民与村“两委”班子
带领村民忙活起来。浇筑道路、修建林
道、清理垃圾、复绿矿山，余村基础设施
逐渐完善，生态环境一点点恢复，生态
产业初步形成。

见三面环村的山林变绿，空气恢复
清新，曾因关闭矿山外出打工的人们陆
续回来了。其中就包括最早在村中开
办农家乐的潘春林。

初秋的傍晚，斜阳洒进“春林山庄”
农家院，潘春林的妻子谢春花正和伙计
们准备游客的晚饭。曾经需要花钱打
广告才能招徕游客，如今，游客循着田
园风光的美景自己找上门来。“你看，我
们这儿推开窗就是风景，打开门就是生
意！”春花笑成了花。

尝到了“绿水青山”的甜头，夫妻二
人主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村民们相
继“加盟”春林山庄，农家乐越办越红
火。近几年，二人又创办一家文化公
司，为往来游客讲解余村的变化。谢春
花说：“‘两山’理念改变了余村，造福了
百姓，我们也要身体力行争当理念的传
播者和践行者。”

穿过村庄来到群山之间的冷水洞
矿山，原本四周裸露的山体长满了绿色
植被，矿底回填成平地，长出一片草坪，
紫色黄色的小花点缀其间，矿坑变身公
园。“卖石头”的故事已成为历史，如今
余村“卖风景”“卖文化”“卖品牌”，“美
丽经济”让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要说这些年村里的变化真是翻天覆
地，放在20年前想都不敢想呢！”谢春花
望着窗外出了神。只见远山如黛，竹林
随风摇曳，仿佛一幅水墨秋韵图。余村
人心里那颗绿色种子悄然长出了枝丫。

3.0版本：幸福靠山，搭起
共富大舞台

鲍新民今年 68 岁了，年近古稀的
他一刻也闲不下来，每天奔波在余村的
各个角落，为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党组
织、学生团队讲述余村的历史。

那个山脚下嬉戏的小男孩儿汪玉

成，已经接过余村带头人的接力棒，成
为余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带领村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

作为“老典型”“老网红”，余村还有
新故事可讲吗？

一个村庄的发展如果停止迭代升
级，将会逐渐变得固化，余村人深谙这
个道理。村民逐渐意识到，跳出余村，
才能真正发展余村。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余村考察调研。汪玉成向总书记介
绍，15年来，余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了6倍。“村里正联动周边4个村一起抱
团发展。”汪玉成说，总书记鼓励余村

“选对了路子，坚持走下去”。
一村富了不算富，一起富才是真的

富。“过去的余村，发展局限在4.86平方
公里的村域面积，但今天的余村正在变

‘大’。”汪玉成告诉记者，2021 年起，
“千万工程”步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
迭代升级新阶段，余村也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以余村为核心，联动南部片区天
荒坪镇、山川乡、上墅乡 3 个乡镇 24 个
村组团发展，合力打造“高能级、现代
化、国际范”的大余村，发展空间拓展到
245 平方公里，周边村民共享余村“流
量”，形成区域发展互通共融的新格局。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让余村从
不缺少新故事。这不，余村开启了二
次创业！

““乡村发展需要青年人才的加入乡村发展需要青年人才的加入。”。”
汪玉成说汪玉成说，，大余村要发展大余村要发展，，避免同质化避免同质化
的通病的通病，，离不开人才支撑离不开人才支撑。。近两年近两年，，通通
过启动过启动““余村全球合伙人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和计划和““青来青来
集集””人才社区人才社区，，围绕乡村旅游围绕乡村旅游、、文化创文化创
意意、、零碳科技等零碳科技等，，大余村吸引了大余村吸引了10001000多多
名愿意投身乡村振兴的名愿意投身乡村振兴的““新乡人新乡人”。“”。“他他
们在乡村创新创业们在乡村创新创业、、落地项目落地项目，，与乡村与乡村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赋能未来乡村可持续发展赋能未来乡村可持续发展。”。”
汪玉成说汪玉成说。。

来自杭州的柳舒扬满怀期待闻讯
而来。“余村是浙江玛恩摩科技有限公
司旗下的小象出行共享单车首个落地
运营的地方，余村的 IP 有助于增加我
们的曝光量。”来到余村，柳舒扬感到很
踏实，余村政策支持力度很大，房租三
年免租两年减半，贷款和资金支持解了
企业燃眉之急。

越来越多年轻力量到来，余村迎来
新气象。目前，已有近60个合伙人项目
和新经济项目在余村落地，数字游民公
社、国漫研学、乡村音乐人工作室等各类
体验类的业态项目、网红打卡地遍地开
花，北京、上海、江苏、杭州等地青年常驻
余村创业生活。乡村新形态、新生态的
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2023年，余村累计接待游客约 115
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2247 万
元。在当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首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汪
玉成骄傲地说：“如今的余村，村强、民
富、景美、人和。乡亲们说，绿水青山就
是幸福靠山！”

9月14日，余村青年梦想大会启幕，
围绕“青年入乡”议题，余村仍在不懈寻
求乡村振兴新路径。汪玉成正努力推动

“以竹代塑”进两会，他还畅想着未来将
“一带一路”国家纳入大余村共富联盟。

鲍新民还没有退休的打算，“我的
根在绿水青山里，只要自己身体健康，
就要一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传播下去。”

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余村人，从
未停止追寻梦想的脚步，余村的每一天
都是崭新的。酝酿中的“新余村”，更加
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