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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事·民生

阅读提示

沿着梅源古道进村，街面上见不到垃
圾，空中各色灯笼迎风飘动，家家户户办民
宿，亭间院落处处种花，一幅新时代美丽乡
村的画卷，在梅源村徐徐展开。

□ 记者 杨敏 陈雅雯 通讯员 林慧丽

8 月 9 日下午一点，被儿子催促了好几次之

后，63 岁的叶佳华终于停下了手里的活接受采

访。早年间，他西出江西打工、种香菇，东进温州

乐清办餐馆，也曾和村民一起在村里种植花菇，

兜兜转转走了小半个中国。

2016年，他带着 30余万元的积蓄和 50余万

元的贷款回村，办起了村里第一批民宿。疫情

前，一个国庆假期就能为一家人带来 14 万余元

的毛利润，村支书杨恒平评价：“叶佳华的奋斗

史，就是我们梅源村的发展简史。”

新气象：村子就是景区

叶佳华开办的民宿，取名“云舒客栈”，位于

云和崇头镇梅源村村口，正对面就是新投入使用

的景区游客接待中心。

这天中午，他看到一辆衢州牌照的车停在门

口，赶忙上前招呼。烧菜的时候，他也特地交代

儿子：“多放点辣椒，人家就喜欢这个。”这是他创

业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

“看人下菜”。果不其然，这桌菜的口味深受这批

游客的喜欢，表示下次还要再来。

叶佳华个头不高，常年的劳作让他皮肤黝

黑。走南闯北的经历既增长了他的见识，也让他

话语间透着一股自信。

“在家里，我绝对是说一不二的人。”叶佳华

回忆，2016 年 4 月份，他在没有和家人商量的情

况下，回乡租下这栋民宅并加以装修，9 月份即

投入营业。当时正逢G20杭州峰会，刚开业的民

宿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我也不跟他们讲价，

200 元一间，天天爆满。”很快，家人也被他从乐

清叫了回来共同经营，他还把自家的房子也装修

起来，客房从 12间扩展到了 21间。

“怕，那时候当然怕，就怕这么多钱砸进去，

回不来本。”叶佳华的妻子脸上堆着笑意，这些年

民宿的稳步发展，早已把当年抱怨、不理解这样

复杂的情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沿着梅源古道进村，街面上见不到垃圾，空

中各色灯笼迎风飘动，家家户户办民宿，亭间院

落处处种花，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画卷，在梅

源村徐徐展开：村子中心原本有一处连片的灰

寮、旱厕，经过改造成了“共富广场”，茶余饭后，

村民们三三两两散步拉家常；破败老屋翻修之

后，成了农家书屋，里面还陈列着各式厨具，不少

“老古董”更让游客感叹精美的制作技艺；“古村

觅得清幽巷，一叶多肉开满墙”，村子外侧的一处

石墙也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打卡点之一。

不久前，全市花园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云

和召开，梅源村就是考察点之一，“村子美、村民

富”，进一步提高了梅源村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老故事：村子就是菇棚

梅源村地处云和西南部，毗邻“中国最美梯

田”——云和梯田，四周群山环抱，小溪倚村而

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历史上，村民长期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1971年出生的杨恒平，没有叶佳华走南闯北

的故事，他长年在村里居住，是梅源村发展的见

证者、参与者之一。

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梅

源村除去外出打工者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家户

户种香菇，如今的游客接待中心所在地，当年也

是大小不一的菇棚。

香菇产业在梅源做大的那些年，房前屋后的

空地，都被搭起菇棚。产业壮大之后，也吸引了

外地客商前来收购，行情好的时候，每斤香菇可

以卖到 14 元，差的时候每斤几角钱。“香菇是当

时 1000 多位村民养家糊口的支柱。”杨恒平回

忆，孩子读书、新建房子、结婚成家，都指着香菇。

然而，类似今年这样长时间干旱、少雨的气

候，也曾让梅源人叫苦不迭。2003年夏天，梅源

持续酷暑炎热，菇棚里的菌菇棒大量“烧”掉，很

多村民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收效甚微。

这一年，云和相关政府部门和崇头镇多次派

出专家，前往梅源村，指导农民瞄准市场需求，并

配套食用菌制种、栽培、菇棚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有效提高了食用菌产业质

效。

梅源村还配合崇头镇政府建起了食用菌产

业园，落地建成菌棒生产点、产品加工点、烘干设

备、冷藏冰库等配套设施，巅峰时期发展食用菌

种植户 309户、相关产业经营户 34户，年均种植

规模达 803万段。为拓宽食用菌销售渠道，梅源

村还连同邻村共建食用菌交易市场。在食用菌

采收季节，每天来自福建、江西等地的大货车络

绎不绝，年均交易食用菌 970 万吨，成交额达

2410万元，梅源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浙西南最大

的食用菌贸易基地。

梅源村还通过组织村干部、种植户、群众代

表到食用菌种植示范户进行实地观摩学习、参加

县乡食用菌种植培训等方式，推动菇农栽培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依托“云和师傅”素质提升工程、

“十百千”帮培工程等平台，通过多年专业学习和

种植实践，梅源村培育出“云和师傅”58名，并以

名师带高徒、订单培训等方式，推动梅源食用菌

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广大村民脱贫致富。

转折点：村子就是“战场”

随着全国各地食用菌同质化发展，梅源村食

用菌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粗放型的种植方

式衍生了环境“脏乱差”问题，废弃的香菇棚、丢

弃的香菇段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

梅源还能不能发展？梅源的出路在哪？这

样的问题，曾经深深困扰着村民。经过多次调研

和讨论，梅源村发展思路逐渐清晰。

农村的根子在产业。梅源村利用“层磴横

削”“叠石相次、包土成田”“褥土而种、蹑坎而耘”

等方法修筑梯田，延续原生态梯田耕种方法，通

过水稻秸秆还田、畜禽粪便发酵等模式提高土地

肥力，并探索开发稻鱼共生、稻螺共生等生产新

模式，既保护了梯田原生风貌，又守住了耕地保

护红线，同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

“后进村”也是“后劲村”。依托万名农民下

山转移、“大搬快治解危清零”等工程，梅源村精

准帮扶农民下山转移、能搬则搬，积极引导有意

愿农民采用自建房屋、公寓安置、资金补助等方

式进城集聚。按照“下得来、稳得住、能致富”要

求，梅源村积极组织村民参加县乡来料加工、水

电技术、厨艺技能等方面职业培训，并在县乡有

关部门的帮助下开展就业指导、工作介绍，先后

推动 800余人下山进城、转产就业。

“跳出梅源也能发展梅源。”这在发展中进一

步成为梅源人的共识。梅源村依托木玩企业用

工需求库和下山移民求职数据库，通过加强村企

对接、村民“传帮带”等途径，大力引导村富余劳

动力向木玩产业转移。目前，全村从事木制玩具

生产、销售等相关产业 500 余人，人均年收入增

加 1.8 万余元，更有 30 余户村民实现自主创业，

开办木制玩具生产加工、电商销售等企业 50 余

家，云和木玩也成为下山移民就业增收的“第一

功臣”。

2017 年，云和提出将梯田景区创建为 5A 级

景区的目标，梅源主动靠前，扛起了景区村的责

任担当，大力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推动乡村

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2021年，观云索道等项目相继投入使用，这

为梅源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资源，梅源村也

在梯田的辐射带动下走上了发展快车道。不少

村民在景区卖门票、做保洁、当技术工人，“旅游

饭”也吃出了新形式。与此同时，以叶佳华为代

表的民宿人也抢抓机遇壮大产业，截至 2021 年

底，梅源村农家乐民宿增至 30家，形成了农家乐

民宿一条街，年营业额达 400 余万元，村民真正

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杨恒平粗略估计，如今，村民的人均年收入

已突破两万元。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云和梅源：昔日香菇屯 今朝景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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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源新气象。 记者 戴昕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