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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个星期，楼海勇的驻村扶贫“第一书记”任期就满了。
松阳县玉岩镇周安村的番茄基地里，挂着最后一批未采摘的

果实。看着大棚里红彤彤的番茄，楼海勇思绪万千。这里，曾经
是连片荒田。

和被抛荒的土地一样“荒芜”的，还有周安村落后的村庄面貌
和“贫瘠”的村集体经济。直到两年前，省政协驻周安村指导员楼
海勇的到来。

驻村当第一书记的两年里，楼海勇写了 40多篇扶贫日记，其
中公开发表的 38篇。从这一篇篇不定时记录的“周安日记”里，可
以看见周安村的面貌在一点一点改变……

村民眼里的“镀金”干部

67岁的周安村村民吴承球近来多了一件事。新建的文化礼
堂钥匙由他保管，每天早晚，他要去开门、锁门：“每天都有老人来
坐坐、谈天说地，下雨天更多。”

占地 364平方米的文化礼堂不仅是老人的休闲场所，还是文
艺表演的舞台，村里开会议事的党群服务中心。

“建筑面积有 588平方米，盖这么大一栋房子，要不是楼处，我
们想都不敢想。”村支部书记吴松发坦言。

楼处就是楼海勇。文化礼堂是他来周安村干的第一件大事。
2018年 12月 25日，省政协机关党委调研员楼海勇坐上了杭

州到松阳的车，他的目的地是海拔 1100米的周安村——松阳海拔
最高的一个山村。

三天后，满怀豪情而来的楼海勇陷入了失落。他在村里走了
一圈，“面貌落后”；村里开会讲的都是方言，他一个字听不懂；村
集体收入一年只有 4000元，“我能给村里做点啥？”对于他的提问，
村干部一脸茫然。

“没资金、没资源，发展这件事就变得不敢想。”楼海勇事后回
忆。

最要命的是，村民对他不信任，“以为我就是从省里来‘镀镀
金’的”。

“我是一个见硬骨头就兴奋的人，‘只要干起来就是胜利’是
我的固执病，我相信只有实践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
径。”楼海勇在他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干起来”肯定不能蛮干。他去看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玉
岩镇各级关于乡村振兴的材料，去研究脱贫攻坚做得好的典型
村，结合周安村的实际去找问题、定方向。

周安村最大的问题在哪？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与村集体经
济十分薄弱是主要矛盾。

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呢？高山空气好、生态好。劣势也是山
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楼海勇理出了思路，他提出了建立生态有机循环农业、发展
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建成乡村文化旅游与富氧型康养基地“三
步走”的目标。

松阳高腔是浙江省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周安村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松阳高腔的发源地之一，高腔文化底蕴深
厚，但局限于村里的场地资源，逢年过节剧团只能在破旧的祠堂
里演出。

了解到村民的迫切需求后，楼海勇多次在杭州、松阳两地跑，
终于让周安村有了像样的文化礼堂。

今年 11月 22日，文化礼堂正式开放，周安村的高腔剧团连演
了五天的戏。“我们终于有了更大的舞台。”剧团团长吴发仲很是
激动。

“以后村民办红白喜事也有集中的场地了，再也不用安排两
三家分散着摆了。”村监会主任吴发林搭话。

礼堂盖好后，楼海勇明显感觉到了村民对自己的信任感的提
升，“老百姓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好了，也会给个笑脸”。

为了更好地传承高腔文化，他又在村里改建了首个高腔非遗
展陈馆，促成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来松阳调研还停留在口口相传状
态的高腔文化。学院提出了抢救、传承、发展、推广的一篮子计
划。

他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望通过联手之作，演出一场通
古贯今、振兴乡镇文化的大戏。

一块番茄地 一片致富田

“楼处，最新的数据统计出来了，到现在我们的高山番茄已经
卖了 6万多斤，30多万元了。”负责番茄基地试种的吴学明兴冲冲
地向楼海勇报喜讯。

“这两天天冷，就怕最后一批番茄冻坏了，咱去大棚里看看。”
楼海勇边接话边迈开了腿。

原本周安村不种番茄，一直以来的农业产业是四季豆。但随
着周边大规模种植，四季豆产业开始出现稳定而不增收的状态。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才能降低市场风险”，带着这样的

想法，楼海勇敲开了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戚行江的门……
戚行江曾关心过周安村的农产品开发。他根据周安村的海

拔高度、土壤性质、温度湿度等指标作了科学分析，建议种植高山
番茄，还专门指定了种植专家——院里的副研究员徐明飞作为科
技特派指导员。

种植基地在比村民居住地更高的山上，是今年 5月从村民那
流转来的 13亩荒田。固定大棚和农田道路是通过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和松阳县扶贫办的支持努力建成的，投资 30万元，解决了保
温和运输的问题。

吴学明驾车带楼海勇上山。距离倒是不远，只是山路蜿蜒。
不出楼海勇所料，高山的低温加上突然降温，许多西红柿的苗都
被冻坏了。他顾不上脚上穿着布鞋，一脚踩进了田里。

“徐老师，我们基地出现了这个情况……”楼海勇拨通了徐明
飞的电话。吴学明也拍了照片在和金华大塘村的结对互助微信
群里发布求助。

很快，徐明飞和群里有经验的种植大户给出了建议，遮盖大
棚，避免更多苗被冻坏，成熟的番茄赶紧抢收。

“我有不懂的在群里一问，知道的人都会来解答。”吴学明说。
今年是周安村试种高山番茄的第一年。楼海勇在日记里写

道：周安村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学习对象。
金华市浦江县杭坪镇大塘村与周安村均为高海拔山区村，在

自然资源和发展目标上较为相近。大塘村是省农科院产业技术
扶持村，经过多年实践，成功打造成了高山番茄专业种植村，亩产
值最高可达 8万元，拥有 4个番茄品牌。

经过一番联系对接，两村开始了“结亲建盟”，成为彼此的产
业互助结对村，并建立两村文化交流、产业发展微信群，互设销售
网点，实现合作共赢。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周安村番茄基地终于等到可以采
摘的时节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等得有些漫长……”8月 1日，楼
海勇写下第 28篇“周安日记”。

他回忆了周安高山番茄产业从无到有的波折过程，写了看见
沉甸甸的番茄挂满枝头时，吴学明乌黝黝的脸上露出的灿烂笑
容。在日记最后，他说：“现在，番茄终于红了，一切都开始变得成
熟起来。祝福周安人充满希望的日子将不再遥远。”

扶贫更扶“智”薄弱村插上腾飞翅膀

在周安村的高山上，“隐藏”着一个百亩土茶园。
为什么说隐藏呢？楼海勇说他是在比人还高的杂草里发现

的。
茶园所在地叫大坪田，有 300余亩。上个世纪 90年代，大坪

田承包给当地的一个企业家用于农业开发，种植了大量的中药材
和梨树，曾红极一时。但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等原因，企业家
放弃了产业。由于承包合同未到期，村民也无法利用。上百亩土
茶就被淹没在荒野之中，无人问津。

楼海勇盯上了这个茶园。这是高山中难得的一块平整地，收
回来可以干一番事业。

经过反复谈判，今年 3月，大坪田回到周安村，作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项目。经过一个月的整理，茶园渐渐显出了往日的生机，

“枯杆”上冒出了鲜嫩的叶芽儿……
紧接而来的是生产、销售，定位、价格、包装、客户等一系列问

题。
经过摸索，最终，楼海勇找到制茶的企业，与周安村合作打造

“千米高山、世纪土茶”的品牌。“帮扶村落，需要改变，但更要一个
美好的未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就是我想要的周安土
茶。”他在日记里写道。

这只是第一步。目前，大坪田地块的“百亩油茶”基地、“百亩
香榧基地”正在梯次推进，即将具备规模产业效应。在楼海勇的
设想里，要发挥周安的生态和文化优势，把农业和康养、游学结合
起来。“等西（屏）-竹（源）-玉（岩）公路开通后，县城到周安就只需
要 40分钟车程，一切会变得更有可能。”

严寒的冬日正是农闲时节，但在周安村，到处都是热火朝天
的干事场景，修路、盖房、整理山林、运输毛竹……这两年，省政协
帮扶周安村先后规划并实施的项目大大小小近 20个，协调资金
1240 余万元。周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 4000 元增加至 60 余万
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万元以上。

令楼海勇最欣慰的是，村干部的精气神变了，不仅有了干事
的信心，还有了干事的思路。“有一天我和一位村干部在大坪田看
建设进度。他一路走一路跟我说，‘楼处，这里视野开阔风景好，
可以建设观景台’‘这里海拔高，观星很好’。”

楼海勇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我站在高山之上，向着诗和远
方，仿佛已经看见脚下这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土地，即将托起一个
具有激情而有活力的美丽乡村，在高山深处、密云胜地张开新时
代发展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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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村面貌。

新建的文化礼堂。

高腔传承基地。

高山番茄基地。

楼海勇在察看被冻坏的株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