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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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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800米以上，曾是被忽略的地理高地。闭塞、偏远、难发展，是外界的刻板印象。如今，一切正在被
改写。

今日起推出的“云端经济带”系列报道，聚焦正在发生的变革现场，也关注因地制宜、顺时而谋的探索经
验。

高山上没有模板，没有捷径。每一条路，都是自己蹚出来的。
有人借助数字工具，把农产业变得更“智慧”。有人建起民宿，在山里构新景。有人守着红色文化，让历

史融入当下。绿水青山间，藏着活力，也藏着答案。
山路崎岖，但方向清晰。高海拔，不再意味着边缘化，正成为无限可能的新起点。

一条险峻的盘山公路，如缎带缠绕在披云
山上。从龙泉市区出发，颠簸近一个半小时，
才能抵达海拔 1000米以上的宝溪乡高山村青
井自然村。

弯多路窄，两车交会时得屏息凝神、小心错
身，但路的尽头，夏季的喧腾已扑面而来——沪
杭牌照的车辆在村道随处可见，民宿窗口也传
来声声笑语。在这里，短短数月的旺季，便能让
村民收入二三十万元。

夏季的热闹只是序章，随着一场全域致富
计划在高山村开启，越来越多天马行空的想
象开始照进现实。

用村民的话说，“过去不敢想的，现在正
发生”。

从伐木声到民宿热
一座高山村的产业蝶变

上世纪 80 年代的高山村，伐木卡车的轰
鸣是最常听见的声响。村民靠山吃山，木头
经济一度撑起全村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随着生态保护政策收紧、山林禁伐，青壮
年陆续外出谋生，高山村逐渐沦为“空心村”。

2007年夏天，青井自然村 4户人家试着将
老宅改造成民宿，接待零星避暑游客。土坯
墙刷上白漆、木板床铺碎花床单、每间房每天
收 100 元……谁也没料到，这颗不起眼的火
种，10多年后竟燃出燎原之势。2018年，青井
自然村床位已有 200多张。

但瓶颈随之而来。“七八月挤破头，其他
月份冷冷清清。”高山村开始思索破局之策。
经反复酝酿，村里锚定了民宿产业的错位发
展与文化深挖。然而，这些规划光靠村里“小
打小闹”难有起色，亟需有识之士加入，于是
高山村开始向外寻求合作伙伴。

2022 年初，高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叶武偶
然结识了在杭州开旅行社的张艳珍，彼时她
正在龙泉另一偏远乡镇推进乡村旅游策划
项目，获得了当地很高的评价。“她对乡村有
情怀，又不惧山高路远，不正是高山村需要
的伙伴吗？”李叶武立即向张艳珍发出了邀
约。

当年 5 月，初次探访高山村的张艳珍，
因晕车一路呕吐，加上淡季的村庄非常冷清，
意兴阑珊。但李叶武认准了这位“懂文旅、有
资源”的行家。此后，只要张艳珍在龙泉，他
必驱车数小时下山“偶遇”，并一遍遍描绘高
山村的潜力与蓝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个月后，张艳珍在
盛夏旺季重访，目睹青井自然村民宿一房难求
的火爆场景，深受震撼。尽管盘算后发现“旺
季短，盈利空间有限”，但李叶武为家乡谋发展
的赤诚，让她最终决定与其“并肩作战”。

2023年 8月，张艳珍签下废弃多年的披云

山接待中心。短短数月后，颓败建筑蜕变为
高端民宿“卿山不负”，以表达“不负青山”的
意涵。

随后，村集体流转土地建起三栋民宿，委
托张艳珍运营，年保底收益 40万元。2024年 6
月，“卿水不负”“卿云不负”“卿风不负”相继
落成，“山水风云”系列民宿群迅速成为高山
村品质民宿标杆。全村床位数增至近 700张，
今年突破了 850张。

从单村火到全域兴
共富路上的星火传递

眼见青井自然村的民宿招牌在山间越擦
越亮，坐落于披云山南面的外高山自然村也
在海拔 1000米处苏醒过来。

这个与青井自然村等高的村落依山势层
叠而建，站在村子中央的观景台举目远眺，只
见前方山崖陡立，闽江在深谷中隐约如线。
转身向后看，村子上方竹海涛涛，一条通往披
云山顶的石径在林间若隐若现。那条和青井
自然村殊途同归的登山道，曾是村民们挑担
下山的必经之路，如今也成了发展民宿的“天
选赛道”。

“先天条件差不多，青井能干，外高山为
啥不能？”这两年，外高山发展的火苗越燃越
旺，从老梨树下的闲聊，到连夜召开的磋商
会，“再造一个外高山”的想法迅速凝聚成共
识。2023年底，10多户村民决定放手一搏。

说干就干。随着 300 多万元的美丽宜居
示范村专项资金如春雨般落在外高山，如今
走进村里，处处是焕然一新的生机：一株株老
梨树被精心移栽到民宿庭院；观景台阶梯两
侧的红梅树苗正在抽出新枝；村口曾经废弃
的牛栏地，如今也变成了碧绿的草坪……“就
等暑期开业了！”

与此同时，位于青井与外高山连接线上的
朱璋自然村也在悄然蜕变。荒草丛生的溪谷
中，一座亲水平台已初现轮廓。李叶武踩着
田埂，指向 6栋空置的老宅：“先把路网和水电
搞扎实，招商才能水到渠成。”

在李叶武的笔记本上，高山村 6个自然村
被画成 6颗星，每个自然村都是共富版图上不
可或缺的拼图，“就像咱披云山的溪流，不能
只让一个潭子有水。”

为破解“民宿只能惠及部分人”的难题，高
山村将产业振兴提上日程。在海拔 1200米的
冷杉林下，另一场“破土革命”正在进行——一
株株嫩绿的黄精苗已有三四十厘米高。“去年
11 月，我自掏腰包 5 万元，流转 20 亩荒地试
种。三年后若成了，就是乡亲们看得见的‘共
富苗’。”

为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李叶武带着
高山四季豆、荒野茶等特色农产品穿梭于城

市商圈，他力推的“土地流转+订单包销”模式
已吸引多方客商考察洽谈。属于高山村的热
闹，已然蓄势待发。

从卖风景到造生活
云端村落的未来实验

披云山顶终年云雾缭绕、百年道观晨钟暮
鼓，这是刻在基因里的资源。

“靠天吃饭的避暑经济太脆弱，我们要让
高山四季有客来。”在宝溪乡的统筹下，李叶
武带着村干部踏遍山野，最终将目光锁定道
家文化养生。他们正谋划“晨练八段锦，闲品
香茗，夜听《道德经》”的康养图景，将短暂避
暑升级为四季皆宜的沉浸式山居生活。

但高山村的雄心不止于此。“要让年轻人
扛着三脚架来，带着大片走。”李叶武理解年
轻人对“诗与远方”的热爱，正重塑着乡村旅
游的逻辑。为此，村里策划起一系列“云端打
卡计划”：在日出观景台铺设镜面地板，让朝
霞与云海倒映成双；于冷杉林间悬挂透明吊
椅，打造“悬浮森林”的奇幻场景；甚至谋划着
让仿古小火车爬上披云山、穿越云海……

最近，李叶武频繁奔波于龙泉和衢州。自
从在画报上瞥见仿古小火车爬山的异国案
例，他就马不停蹄地寻找合作伙伴，“衢州有
企业专门设计安装这种火车，我们正尝试与
他们合作。”

在推进长远规划的同时，高山村也在落实
近期计划。扎下根的张艳珍被推选为高山农
家乐协会会长后，视野早已超越单一业态。
依托高山村新建的“共富超市”实体平台，一
场名为“高山创作谷”的创新试验悄然启动。

数字游民、手艺人、摄影师……只要有一
技之长，均可以“技能交换”的方式申请加
入。被周围人称为“刘导”的“90后”年轻人便
是“高山创作谷”首位“谷民”，他以拍摄高山
村宣传片置换了民宿食宿，同时在此孕育自
己的纪录片梦想。前阵子，随着张艳珍的招
募令发布，已收到上百封自荐信希望暑假期
间能到“高山创作谷”交换技能。

在“共富超市”的基础上，高山村还计划
引入杭州等发达城市的资源，将“共富超市”
打造成高山蔬菜、高山荒野茶、龙泉灵芝衍生
品等产品的展销中心，并定期举办创投会吸
引更多的客商入驻，最终在高山村摸索出一
条与山共生、彼此成就的路径。

傍晚时分，李叶武站在“卿山不负”民宿
的露台上，望向远方。他深知村庄仍面临各
种挑战——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仍是短板，800
张床位如何填满更长运营周期，高山村怎样
才能让更多人知晓……“很多人说等道路宽了
再干，但我们相信‘得道多助’，只要决心够
强、前景够亮，路自然会宽。”

当废弃接待中心变身网红民宿，当冷杉
林下长出“黄金苗”，当年轻创客在山巅追逐
梦想……高山村用十余年的实践证明，乡村
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的童话，而是以赤诚招
商、智慧破局、项目聚力的实干征程。

对投资者的珍视是高山村破局的关
键。2022 年，李叶武为邀请杭州文旅行家
张艳珍，在险峻的盘山公路上往返奔波数
月，最终以一片赤诚打动对方。这份“死
磕”精神不仅带动全村床位数跃升，更引入
城市运营思维，以“低端民宿保基本、高端
集群树标杆”的错位策略，破解了“农家乐
低端内卷”的困局。

为激活村庄的内生动力，高山村将目
标设定为“跳一跳就够得到”的可触达模
式。比如为了鼓励外高山人开民宿，高山
村将目标拆解为村容村貌改造、网红打卡
点打造等具体项目。这些“可触摸的目标”
让村民从观望者变为建设者。不仅如此，
高山村也在深挖各个自然村的优势，稳步
推进发展，确保每个村庄都能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融入共富版图。

在政策的有力托举下，高山村还以“项
目为王”的逻辑串联起一个资源网络。从
争取美丽宜居示范村专项资金激活外高山
自然村，到打造“共富超市”展销平台、包装

“高山创作谷”吸引创客，让每个项目都有
望成为激活要素的节点。此外，通过项目
化运作，分散的民宿、农产品、文化资源也
慢慢聚合成“一山人”的品牌体系，让披云
山的云雾与文化有了可传播的IP。

山高路远，何惧？从木头经济的尘烟
中转身，在农家乐的红利里蜕变，如今向康
养品牌“一山人”的梦想进发。这云深之
处，没有坐等的扶持。只有“李叶武”们向
山而行的执着，“张艳珍”们跨界而来的共
创，以及无数高山村民被重新点燃的、改变
命运的热望。而他们每一步看似天马行空
的尝试，都在拓宽着抵达未来的路径。

何惧山高路远
本报记者 刘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