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获得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的云和，尤贤礼的异地搬迁故事记录了当地 3.5
万余农民脱贫育绿进程———

青山上“还绿” 新家园“作画”
□ 记者 邓其锋 叶小平 刘烨恒

7 月 19 日， 颜雪梅和丈夫尤贤礼回
“老家”照看垦荒种植的油茶园。 开着汽
车，两人从云和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
路往上“爬”，满眼都是葱郁的树林。

“我们全搬下山了，村子没了。 我的
土地承包权、林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农
民该有的权益， 都跟着我进了城。 ”自
2001 年在县城南山小区被安置， 盖了新
楼，住进新家，尤贤礼很少回元和街道梅
湾杨寮自然村的“老家”。

种香菇、贩香菇、开宾馆……尤贤礼
下山进城赚了钱、安了家、扎了根。 2015
年春，尤贤礼又上山了，他承包了村里复
垦后的 200 亩土地，种上了油茶树，常带
人上山浇水、施肥、疏果、收获。

在云和，像尤贤礼一样异地搬迁的农
民有 35549 人，住在 48 个安置小区，占全
县农村户籍人口的 40%。 2018 年 10 月
17 日， 云和因异地搬迁扶贫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是当年浙江唯一获
此荣誉的集体。

把青山还给青山， 在新家园里“作
画”。 今天，“尤贤礼式”的搬迁脱贫育绿
故事在云和不断续写。

占 山
7 月 19 日中午， 尤贤礼夫妻俩开车

到杨寮油茶园干活，15 公里的路程用了
半个多小时。

1994 年夏天， 在县城结识尤贤礼的
颜雪梅，第一次回杨寮，骑自行车到梅湾
村，随后沿石阶路往山上走。“石阶路又
窄又陡，路旁长满杂草，路看不到头！ ”颜
雪梅走一会歇一会，时常问尤贤礼“什么
时候能走到”。

“转过前边的弯就到了”、“再走一阵
就到了”、“我看到村口的大树了， 快到
了”……尤贤礼不断给颜雪梅鼓劲。“被
他骗死了，那段山路走了近两个小时，脚
都走疼了！ ”回忆往事，颜雪梅甜蜜的语
气中带着嗔怪， 一旁的尤贤礼搓着手笑
了。

1971 年 3 月，尤贤礼出生在杨寮，在
家里的 7 个孩子中排行老四。 母亲去世
早，全靠父亲在 10 多亩田里“刨食”。 吃
的都是自家田里的粮食， 穿的都是旧衣
服， 兄弟姐妹轮流穿， 一件衣服能穿 10
多年。 杨寮两个生产队的 100 多位村民，
都和尤贤礼家一样，占着山头过苦日子。

1985 年，尤贤礼小学毕业后，在家放
牛放羊，跟着同村人砍柴。“山上树多，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砍上百斤。 ”尤贤礼回忆
道，小的背回家烧火，大的背到 10 多里
路外的云坛，卖给收购商做算盘珠。

山上树多，野生动物也多。 小时候，
尤贤礼常与村里的伙伴，一起抓田螺、捉
青蛙、逮泥鳅。 成年人除了砍树拉出大山
换钱，还时常抓野猪、捕蛇、捉鸟打牙祭。
有段时间，村里的鸟叫声都少了。

“我 20 岁时就下山到县城了。 ”享受
到当地香菇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尤贤礼

抛开山上的田地， 从在城郊租地种香菇
开始，年收入从万元起步，娶上了“城里
媳妇”，过上了城市生活。

搬 家
“快听！ 快听！ 有鸟叫声！ ”颜雪梅兴

奋地叫道。
“听叫声，至少有四种鸟在叫呐！ ”尤

贤礼侧耳细听，轻声回答。
站在海拔 640 米的杨寮村口，面前是

一棵“一人抱”粗的大树，背后是村庄搬
迁宅基地复垦后种植的树林， 山谷中鸟
儿在不停鸣叫，婉转悠长。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云和开始引导
高山、边远山区和库区等交通不便、信息
不灵、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民搬迁下山。 尤
贤礼赶上了下山搬迁的“早班车”，但真
正把家搬到县城还要从 2001 年算起。

2001 年，云和适时提出“小县大城”
发展战略， 先后出台对农民异地搬迁小
区建设相关费用的减免、户籍管理、进城
农民保留责任田责任山等优惠政策，激
发农民下山脱贫。 在杨寮自然村，“搬与
不搬”当时却成为村民争论焦点。

“搬到城里，田没有了，吃啥？ 屋子没
有了，住哪？ 山林没有了，靠啥挣钱？ ”起
初，年纪大的农民并不买账，宁愿守着青
山受穷也不愿下山。

在山上过不下去的年轻人可不管这
些，纷纷报名自愿搬迁。 尤贤礼交了 2.8
万元， 在县城拿到了 109 平方米的宅基
地。 2001 年 7 月，尤贤礼动工建新房，建
成两直 4 层半的新楼房， 共 13 个房间
500 多平方米。

和异地搬迁政策配套，云和加强农民
技能培训、在企业安排就业岗位、引进来
料加工、鼓励发展“农家乐”“渔家乐”，下
山农民端上了“铁饭碗”。 杨寮的农民们
看到首批下山移民过上了滋润生活，眼
热了，主动申请“搬家”。

如今，杨寮已经淹没在青山上。 田地
“化零为整”出租，连片种植了油茶等作
物，农民坐收租金；山林被划成公益林，

村民每年从政府“领红包”；宅基地平整后
种植各种树木。

植 绿
2015 年，尤贤礼又上山了。 获知杨寮

开垦出 300 多亩荒山，尤贤礼一口气租了
200 亩，种上了油茶。

“种油茶，政府给补贴。油茶三年能挂
果，就有收成。 ”尤贤礼签了 20 年租期的
租地合同，种植了两个品种的油茶。 每年
霜降过后，油茶树开满红花、黄花，点缀在
青山绿林中，煞是好看。 去年尤贤礼用油
茶果榨油 100 多斤。

“你看，今年挂果更多，收成肯定比去
年好。 ”尤贤礼指着整片油茶园，满怀期
待。

尤贤礼上山植绿的豪气源自下山后
鼓起的腰包。 2003 年 3 月搬入南山小区
新居后， 尤贤礼每年仅收购香菇就能赚
20 多万元。2008 年，尤贤礼把新楼房租了
出去，每年收租金 9 万多元。如今，合同到
期后， 尤贤礼把楼房重新装修了一遍，自
己开宾馆当老板。

搬迁后口袋富起来的农民， 都想着
“脑袋富起来”。云和为了让搬迁农民过上
无差别的市民生活，在教育、医疗保障等
领域同城同待遇，下山农民的子女也可以
到县城数一数二的学校就读，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

正是由于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四年
前，尤贤礼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年又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两个儿子读书都比我强。小儿
子学习也不错。”说起孩子的学习，尤贤礼
十分高兴。

“杨寮是我的老家，南山小区是我的
新家，两个家园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尤
贤礼尝到云和在全市率先实行城乡统一
户口登记制度的好处，经济身份和社会身
份相分离，既是新农民，又是新市民。

作为新农民， 尤贤礼返乡植绿种油
茶；作为新市民，尤贤礼创业致富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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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今天是“丽水生态文明日”。 2006 年 7 月 29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丽水调研时谆谆嘱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
此。 ”十多年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丽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协同较快发展。

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作出 102 字的“丽水之赞”，高度肯定丽水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 今年 1 月，
国家长江办正式发文支持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

盛夏季节，本报记者在丽水大地寻访“护绿”为本、“革绿”出新、“点绿”成金的“两山”发展新探索 、好故事，今天起推出“研习路上遇见‘两山’好故
事”系列报道。

新闻回放：
8 月 5 日至 8 日 ，习近

平先后到云和 、庆元 、龙泉
等地 ，深入企业车间 、工业
园区 、乡间田头 ，了解我市
经济发展情况，与基层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共商新形势
下实现和维护好广大群众
利益、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计。

———摘 自 2003 年 8
月 9 日《丽水日报》

新闻+
在 “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丽水，农民异地搬迁是政
府主导的一项旗帜性工作。
市 “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
程指挥部办公室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2000 年至 2017
年，全市农民异地搬迁投入
资 金 133.37 亿 元 ， 搬 迁
10.68 万户 37.27 万人 ，仅
2008 年至 2017 年间 ，就有
1845 个村整村搬迁 。 全市
37 万余人走下大山 ， 卸下
生态包袱 ，走上致富道路 ，
维护了绿水青山。

尤尤贤贤礼礼夫夫妇妇在在油油茶茶园园劳劳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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