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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勤耕乌金地，全面小康赛金窟……”这首畲
族山歌，唱响了金坵村，更唱暖了每一位金坵村的村
民。

金坵村位于景宁澄照乡，是一个典型的畲汉聚居
特色村落，也是浙江蓝氏畲族的发祥地。传说，畲族
先民在山间开垦时，曾掘得黄金数斤，金坵的“封金
山”由此得名。

自 1984 年景宁设县以来，金坵村经历了四任党
支部书记。“千亩茶山”产业、“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
设……一个个改变村庄的大项目在“四任书记”手上
传承、接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金坵村的蝶变肉眼可见：1985年，村民人均年收
入只有 185元，2021年增长到 3.17万元。去年村集体
年收入 107万元，村集体资产超过 2000万元。省级民
族特色村、民族团结进步小康村、省级特色文化古村
落等荣誉也随之而来。

千亩茶园里淘出产业金

“高山云雾出好茶。”在金坵村的高山之上，3400
亩的茶树在茶农的精心养护下茁壮成长。每到茶叶
采收的季节，各地茶商便会第一时间来收购茶青，用
金坵村茶农兰佩珠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茶叶品质好，
根本不愁销路”。

与现在家家户户都种植茶叶不同的是，曾经的金
坵村村民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种水稻、地瓜、
蔬菜，饲养鸡鸭猪牛等家畜，一年收入仅有 1万余元。

兰佩珠与丈夫张志伟婚后育有两个儿子，这 1万
余元在支付完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后，仅够艰难维持
家用。但自从村里开始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号召村民
种植茶叶后，“兰佩珠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村
干部们都很好，动了很多脑筋帮助我们搞茶叶种植。”
兰佩珠说。

2002年前后，主产区与金坵村仅一山之隔的惠明
茶名气越来越大。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陈立平和村委
会主任潘欣根开始琢磨：金坵村适合种茶吗？他们请
来农业专家到村里考察，得出的结论令人欣喜：从空
气、水质和土壤各个方面分析，金坵村都适合。

村两委集体决议将茶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打造。
为破解初期村民不敢尝试、不愿种茶的局面，村两委
主动前往松阳、福建福安等种茶大县考察学习，并集
资带头种植了 100亩“乌牛早”茶叶，收获了集体经济

“第一桶金”。村民“种茶致富”的信心大增。
2006 年，兰佩珠收到了村两委送来的惠明茶茶

苗，靠着从小在父母那学到的种茶手艺和村里请的专
家指导，兰佩珠成为了大畔自然村第一个响应村两委
号召种植茶叶的茶农。首波春茶采摘售出后，兰佩珠
数着手里一沓的人民币欣喜不已，家里的年收入一下
翻了 3倍！

2013年，兰佩珠与丈夫扩大了茶叶种植规模，从
原来的 10余亩增加到现在的 20余亩，腰包鼓了，日子
也越过越好。2018年，两人花了 10余万元将家里老
屋装饰一新，在山区农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如今，惠明茶已经成为金坵群众增收的主导产
业，全村 301户村民户户种茶，茶叶基地从 500亩发展
至 3400亩，成为景宁惠明茶的主要产区之一，年产值
1000余万元，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超万元。

绿水青山间蹚出旅游路

“昨日听说两位伴郎要来，姐姐妹妹心欢喜，早早
挤在大路旁……”在金坵村水碓头自然村，精彩的畲
族婚嫁表演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各地的游客通过这种
兼具娱乐性和体验性的方式，了解畲族婚俗礼仪、畲
族歌舞等独特畲族文化。来自温州的游客刘女士说：

“这里的游玩项目很多，民族风情也很浓厚，想不到一
个小山村的旅游能做得这么好!”

是的，想不到。放在十余年前，金坵村的村民也
不敢想象村子会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自己能在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2003年，金坵村引进畲乡国际旅行社合作畲族婚

嫁表演，将民族文化作为产业培育、经济增收的新支
点，发展乡村旅游。在新建游客接待中心、扩宽乡村

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上下功夫外，还发动了垃圾革
命、厕所革命、“五水共治”、美丽庭院建设等，全面整
治“脏、乱、差”村居环境。之后，金坵村还以村企共建
的形式推出了蓝氏宗祠、民族风情演绎中心、玫瑰花
海、彩虹滑道以及“淘金之旅”等一批旅游新卖点，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 100万元。

村民叶章林今年 55 岁，是畲族婚嫁表演队的一
员，参与婚嫁演出近万场，他的唢呐一响，全村人都知
道：又有游客来啦！叶章林每年仅演出这一项就可增
收 2万余元。

除了村民变身成为“演职人员”增收外，乡村旅游
还辐射带动了村内的民宿农家乐经济发展，截至目
前，全村已发展民宿、农家乐 21 家，拥有餐位 800 余
个，床位 130余张。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金坵村党总支书记兰文忠
始终认为，金坵村的灵魂就是畲族文化、蓝氏文化，发
展乡村旅游也要以文化为基础。

因此，金坵村从 2014 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金坵
“村晚”，下至 6岁孩童、上至 70岁的老人都参与其中，
自编自导自演，在“无中生有”中促进乡风文明。2018
年，金坵讲堂开设，每年举行一次“宣讲周活动”，邀请
乡村干部、各单位部门专家组成宣讲团进行宣讲活
动，让村民增长知识，涵养品德，了解乡村发展思路和
党政方针政策。金坵蓝氏祭祖文化节则厚植民族精
神，弘扬传承传统孝道文化，提升乡村知名度和美誉
度。

在金坵村，以文化滋养乡风，以文化搭建干群感
情链接平台，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发展
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任村书记接续奋斗谱蓝图

“一年比一年好了，整个景区的规模越来越大、项
目越来越多，我们从 2000 年定下的发展蓝图描绘至
今，已结出了丰硕成果。”谈到金坵村如今的发展，村
子的第三任书记潘欣根脸上满是笑容。

潘欣根所说蓝图的雏形早在 1985年就有了。当
时村子的第一任书记雷正余在主导产业的谋划发展
上确定了“生态农业+民族文化”的发展定位，自此，金
坵村便始终坚持着这条发展路线。同时，雷正余还建
立了“一任带着一任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帮着一
任干”的“传帮带”机制，由此更好地发挥村党支部和
支部书记“领头雁”的作用。

到了 2000 年，第二任书记陈立平依照这份蓝图
锚定了金坵村以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为主导的发展
定位，依托封金山景区的知名度和山区生态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惠明茶产业。“村民不愿种茶，我们
就带头种；村民不懂农业政策，我们就组织宣传小组
入户宣传，我们村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好光景不容易，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陈立平感慨。

“生意很兴旺，客人爆满，最忙的时候请了三四个
服务员。”为了响应发展规划，潘欣根在 2007 年创办
了一家农家乐，到了 2014年又办起了民宿，生意非常
好，客人不绝如缕，年营业额最多的时候高达 50 万
元。

2019年，这根“接力棒”传到了第四任书记兰文忠
手中，他一门心思扑在怎么发展好村庄、怎么带领村
民致富上。打造蓝氏文化体验中心，建设花海滑道、
惠明茶茶叶基地，引入畲族风情康养度假综合体项
目、畲寨仙草谷项目……兰文忠一年有超过 320天的
时间都在村里工作，入户走访调研，了解村民需求；开
设金坵讲堂和村民分享村庄的发展思路，鼓舞金坵村
干群团结一致，一同创建“畲汉同胞共同奋斗、共同发
展、共创家园”的村落。

接下来干什么，兰文忠已经想好了：探索“畲+农+
体+旅”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乡村旅游生态
农业、林下经济和生态工业，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品牌创建，把金坵村的发展蓝图绘得更实更细。

“藏”在封金山里的致富秘诀还在不断更新。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守着山村故土，抱着“一茶一旅”的

“金饭碗”，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怡情、新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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