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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向富而行的后山村向富而行的后山村。。 记者记者 戴昕律戴昕律 摄摄

□ 记者 项雅银 通讯员 董祥建

后山村是一个美丽的乡村，在群山环绕中，

一幢幢新楼房鳞次栉比，红瓦白墙诉说着现代和

古老的神韵；一条条马路平坦整洁，绿树花草点

缀两旁，透露着向美向好的愿望。

后山村位于云和县西部，隶属凤凰山街道，

有 8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3900人，丽龙高速、53省

道等主次干道通村而过。后山村是通往云和梯

田景区、云和湖赤石景区等必经之地，交通便利，

优势明显。

行走后山村，很难察觉出城乡之间的边界。

随便采访一位村民，都能感受到向富而行的信

心，每个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共富故事”。

向美“生意经”

后山村村尾，坐落着一家民宿，名叫“花开初

夏”。像它的名字一样，民宿与花朵相拥，民宿里

盛开着各种娇艳的花朵，千姿百态，摇曳生姿。

大厅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木制玩具，无形中贴

上了“云和标签”。

“这是我住在这的第一百零一个夜晚，我想

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江西游客王先生，十分钟

情“花开初夏”，多次到此休养。王先生是一名工

程师，每年假期都要带着家人到“花开初夏”住上

一个多星期，养生养心，“这里就是第二家乡”。

“花开初夏”民宿的创办者是张洁夫妇。10
多年前，张洁到后山村办民宿时，对村里环境并

不满意。从那时起，后山村走上了“向美”之路，

开展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庭院。

如今，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画卷，在后山

村徐徐展开。

“环境好了，村庄美了，我家民宿的生意更好

了，许多上海、杭州、北京的游客也纷纷前来预

订。”张洁谈起“生意经”，满脸笑意。去年，“花开

初夏”民宿营业收入创下 70万元，今年又被评为

省五星级农家乐。

“‘花开初夏’民宿带了个好头，现在村里越

来越多的村民改造自家农房，创建品质民宿，生

意都不错。”后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李

荣表示，美丽乡村要有“颜值”，也要有“内涵”，今

年，村里要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深入开展

文明旅游村建设，引导农家乐、民宿经营者等诚

信经营，提升服务质量。

向绿“产业路”

青山绿水间，满树油茶果。

眼下，在后山村重河湾油茶良种繁育基地

里，管理人员每天都忙着择选优质油茶种子，为

培育油茶种苗做准备。自 2015年，重河湾基地引

进油茶种苗，目前油茶种植面积已有 400余亩。

油茶是云和农业主导产业之一，重河湾基地

充分发挥国家级油茶良种基地的作用，在油茶种

苗培育、油茶产业推广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

“油茶产业从量的发展转变为质的提升，其

中就有基地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油茶树也成了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云和县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卿介绍，20 多年前，基

地按照每亩 80元的价格向当地村民租赁种植土

地，同时为当地村民提供了 100多个就业岗位，让

村民能够就近就业。

目前，重河湾基地已有多个优良的油茶品

种。其中，“长林4号”是云和县自主培育的油茶种

苗，油茶产量高，出油多且品质高。近年来茶油产

业迅猛发展，去年，实现经营收入破400万元。

近年来，后山村更是把“数字三农”建设作为

未来乡村建设的先行工程，抓住数字化改革契

机，经过深入谋划、充分调研，主动连片流转近 30

亩土地，积极申报建设后山村数字果园小微产业

园，通过农业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不

断提高设施农业生产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进

而推动农业经济效益、农民经营收入持续提升。

向富“创业风”

季伟平是后山村一带的“葡萄大王”，是一名

地地道道的农业创业者。

板寸头，身穿一件蓝色短袖，脚踩一双黑色

的球鞋，见到季伟平时，他正忙着帮游客将采摘

的葡萄打包、装箱。

常年在室外忙碌，季伟平的脸晒得黝黑，但

依然藏不住他丰收的笑容。“2015年，我就引进了

‘阳光玫瑰’。今年的葡萄长势好，刚成熟，大批

游客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季伟平笑着说，有时

一天要接待 400多人。

在季伟平的带动下，后山村游客多了，葡萄销

路好了，村民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价钱。

如今，村民们还开辟了线上销路，仅线上渠

道年销售额已超过 30万元。

季伟平葡萄种得好，又建起了一个集种植、

观光、餐饮于一体的葡萄农庄，每年营业额 700多

万元。“我还想建造亲子研学基地和游乐园，把葡

萄产业链再扩展。”季伟平说。

一人富不叫富，全部富，才是真的富。季伟平

带动乡亲们，开展“葡萄创业”。2010年，季伟平成

立了当时云和首个葡萄技能培训学校。在他的带

动下，云和及周边新增葡萄种植面积1000亩。

后山村村庄中心，另有一番“红火景象”。“以

后，这里就是我们村的‘地标’。”杨李荣自豪地

说，这是后山村新建的综合楼，刚结顶，大楼建成

后可以为村里带来每年 30万元以上的集体收入。

人人要致富，齐心奔共富。今天，后山村已

经奔跑在新的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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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后山村位于云和县西部，丽龙高速、53省道等主次干道通村而过，是通往云和梯田景区、云和湖
赤石景区等必经之地。行走在后山村，很难察觉出城乡之间的边界。随便采访一位村民，都能感受
到向富而行的信心，每个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共富故事”。

人人要致富，齐心奔共富。今天，后山村已经奔跑在新的征程上。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云和后山村：人人在写“共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