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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扬先生的艺术风格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的作品大多反映国统区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以黑白木刻为
主。解放后，他投身漫画创作，开始从事套色木刻……”11月15日，位于遂昌县西畈乡举淤口村的“可扬文化园”里人
流如织，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兴一手拿着话筒，一只手指着一幅名为《雷锋》的版画对慕名而来的游客娓娓道来。

“加上今天这批客人，11月接待的游客量就快破千人啦。”看着与日俱增的营业额，艺园农家乐的老板罗富沅语气
欢快。

通过打造“版画村”带动农民增收，只是西畈乡推动共同富裕、做强生态产业的生动注脚。作为遂昌最偏远的乡
镇，西畈曾是闭塞落后的代名词，就连遂昌本地人，一辈子没去过西畈的也不在少数。

没有资源、区位优势，缺少产业、经营能人，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三无”乡镇，在方圆百里，其实并非个例。也因
如此，西畈的逆袭之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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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特色塑“IP”

摄影爱好者姜晓珍，在可扬文化园里流连忘返，不
时用相机定格精彩的画面。作为土生土长的遂昌人，
她也是第一次来到西畈乡。

“我想来举淤口村采风已经很久了，但一路的交通
实在让人头疼，路上花费的时间都够到杭州了。”姜晓
珍说，今年遂江公路正式通车，从遂昌县城到举淤口村
的车程由过去的近 3小时缩短至 1小时，让她期盼已久
的旅途顺利成行。

举淤口村的名气，一部分源于它是中国版画大师
杨可扬先生的故里。一进村，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干
净整洁的柏油路，两旁绿树成荫，一栋栋排列整齐、泥
墙灰瓦的农房掩映其中，近百幅杨可杨的版画被临摹
到了房屋的外墙上，穿行其间，仿佛置身巨大的版画世
界。

2007 年，杨昌春节回乡探亲，看到的是另一番景
象：黄土飞扬，家畜乱跑，村庄环境脏乱差。眼前的一
切，对杨昌兴触动很大，他决定在村里长住下来。

随着遂昌提出新农村建设目标，举淤口村也借着
村庄整治和“洁净乡村”建设的东风，把“保持村庄干净
整洁”当成村内头等大事。村干部带头拿着簸箕扫把
上路，每天风雨无阻地清扫街头巷尾，最终带动全村村
民组成了“义务保洁队”，打造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美
丽乡村”示范村。

经过走访和深思熟虑，杨昌兴提议依托杨可扬故
居等资源，打造“版画文化村”。

在可扬文化园会议室的投影幕布后，有一张巨大
的老照片，画面中，清澈的洋溪源畔除了农田就是泥瓦
房。如今，一个集餐饮、住宿、版画体验于一体的版画
产业园已经诞生，与之配套的还有村里的“版画一条
街”——在 500多米长的村道两旁，林立的生态屏风上
是百余幅装裱精美的杨可扬版画作品，从《保卫祖国》

《上海您好》到《雷锋像》《浦东之春》，其人物形态逼真，
笔墨情感入木三分，呈现不同时代的生活背景，意境无
穷。

“现在村里可热闹了，除了背着画夹的艺术从业
者，单纯来游玩观景的游客也很多。”廖海彬告诉记者，
今年“五一”“国庆”假期的预订电话提前一个月就络绎
不绝，土鸡汤、野生溪鱼锅、辣排等风味美食也圈粉无
数。

自打造“版画村”以来，整个村庄就变成了一个大
工地，油锯“嗡嗡”作响。村民自己动手，改造出一个个
以版画为主题的房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日常生活。

记者走进几户村民的客房和厨房，只见室内窗明
几净，无论是客房的床铺，还是厨房的桌椅餐具，都与
正规宾馆一样井井有条。

游客住在版画特色民居里，品尝村里的“老虎鱼”
等特色美食，孩子们则痴迷于观察从未见过的昆虫与

植物。“村子尽可能保持原有的状态，但进入房间，生活
又是现代化的。”杨昌兴说，乡村振兴需要产业，而且是
新产业、新业态，“只有将传统和现代对接融合，才能实
现在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深耕本土谋突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面对无区位优势、无充足劳
动力、无肥沃土地的情况，西畈果断调整最初大力让

“企业引进来”的理念，快速转变方向，让土生土长的西
畈人做发展产业的“开路人”。

在渡坑村，70余亩荒田在这个春天开始耕种，小型
犁地机来回作业，村民也是干劲十足。很难想象如今
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曾是“杂草比人高、多年无人耕”
的撂荒地。“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渡口村的罗富江有发
展农产业的想法，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土地推广规模
化种植。”西畈乡党委委员张国飞说，在了解具体情况
后，乡里决定“推一把”，帮罗富江找到连片的耕作地。

“乡里主动和我对接，找到了渡坑自然村整村搬迁
后留下的连片撂荒地。由于撂荒多年，开荒的过程非
常繁琐，加上小田不具备大型机械进场的条件，因此从
开荒到种植都是以人工操作为主。”罗富江说，第一期
种下的 70亩箬叶已经长到 1米多高，再过一年半载就
可以采收了，“亩产值七八千元没啥问题。”

农业投资大，成本回收慢，一般人都不愿意到偏远
乡村去冒险，罗富江作为本地人，在了解遂昌箬叶供不
应求的市场情况后，果断以每亩 200元的价格流转了
村里的所有田地。

“种箬叶比种茶叶简单，大头是前期开荒的成本，
以后就可以等着数钱了。”罗富江笑着说，以遂昌箬叶
在全国的名气，根本不用为销路发愁。

不仅是罗富江的规模种植梦在西畈变成了现实，
附近村庄也因此焕发了新生机。今年初，一直在义乌
为儿子打工干货运的邓普法突然“辞职”了。原来，罗
富江的种植基地要组建开荒队，56 岁的老邓得知消
息，第一时间就驾驶自己的小货车回村应聘。

现在每到星期一，老邓都会开着货车沿村道接几
位开荒队员上车，大伙儿一块进山上班。“每天能拿
170 元的薪水呢。”说起现在的工作，老邓一脸满足，

“干的都是自己擅长的农活，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父
母，挺好。”

与渡坑一样，土地贫瘠的上西坑村也迎来了春
天。此前，面对“山地劣势制约农业增收”这一难题，上
西坑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廖明章也是其中一员。

前几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廖明章回到家乡，承包了
山上 100多亩野茶树。“山上的野茶没人管、产量低，听
说我要辞职种野茶，耕了一辈子地的老父亲一个劲地
劝我慎重。”面对家人的疑虑，廖明章说出了自己的想
法：“咱们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总得冒点险、找找出路。”

此后，廖明章不断学习野茶炒制等技术，无人问津

的高山荒野茶卖到了每公斤 1200元。今年初，廖明章
在村里种下了 50亩小香薯，“一共收了 7万多斤，上个
月已经卖完了。现在遂江公路开通了，只要打个电话，
商家就开车上门提货，方便得很。”

“网红水坝”破圈

营业 3 个月，营收 45 万元。这是西畈村“趣野溪
FUN”鱼鳞坝今年的避暑经济成绩单。

“趣野溪 FUN”是今年新落成的乡村振兴旅游项
目，整个景区分为深水区、浅水区、打卡区和躺营区，各
区域活动内容丰富。游客可以在此玩浆板、玻璃船，参
与亲子戏水等项目，也可走进露营地、集装箱咖啡馆，
沿途旅拍。

走进当地的网红景点鱼鳞坝，山林间清新的空气
夹杂着清淡的溪水味扑面而来。站在观景台上回忆鱼
鳞坝上支起一顶顶遮阳伞，围坐伞下的游客赏风景、品
咖啡的场景，西畈村党总支书记罗华增坦言，“这是当
初没想到的。”

遂昌趣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毛伟告诉记
者，项目落地西畈乡，除了看重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
境外，也离不开可进入性的问题考量，“遂江公路的开
通对我们投资文旅项目非常关键。现在工作日平均每
天接待游客两三百人，周末可达五六百人，人气不容小
觑。”

众多游客到西畈体验亲水项目的同时，也为消费
市场注入了新活力。鱼鳞坝带动村民增收，促进土鸡、
蔬菜等农产品销售，也推动了全乡农家乐民宿产业发
展，实现西畈自然生态“高颜值”向旅游产业“高价值”
的转化。

“趣野溪FUN”不仅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处全新的度
假地，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目前景区
内的 11名工作人员中，有 6名是西畈乡本地村民。“当
了一辈子采茶工，没想到村里建起新的旅游项目后，我
还能担任景区安全员，每天在深浅水区巡视，整理水上
玩具，相当于在农闲时多了一份收入。”西畈村村民叶
识富告诉记者。

这个由遂昌联合旅游有限公司策划的乡村振兴旅
游项目，采取年租金加项目收入保底的方式，保障村集
体增收。“项目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以及
10%的项目分红，还能解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问
题。”罗华增说，从没有想过村里会成为旅游目的地，

“水项目的成功出乎我们的意料，也打开了发展思路。”
在村里，还能看到不少村民在自家一楼开出超市、

小炒店，更有村民在溪水边开起了民宿。
从最初的“靠山吃山”到进阶版的“依山兴山”，打

造独特“IP”把土地盘活、把农产品产业链延长，西畈乡
的创新实践证明，乡村要振兴，首先要把农民的信心和
决心激发出来，让他们敢于追梦、敢于投身产业发展，
进而让乡村成为有机会、有奔头、有空间的希望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