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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山村落普遍固守着“见山是山”的传统认知时，缙云县胡源乡蛟坑村已经开始寻找云雾深
处的机遇——那些易被本地人忽略的飞瀑、怪石和峡谷，或许能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桥梁。

最初，变化并不起眼，只是少数村民自发组织“驴友团”翻山越岭，踏访这片鲜为人知的山水。
随着游客增多，村庄的美景逐渐为外界所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旅游的精心布局：村里完善
配套设施的同时引入外来投资者，修建玻璃栈道、悬空栈桥等新景观，“蛟龙大峡谷”景区应运而生。

景区的成功，带动了各类业态的繁荣。村里不断出现新的商铺和农家乐，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
的旅游生态圈。更重要的是，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零的突破，每年50万元的固定分红，使这个高山
远村实现了“轻资产”式的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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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坑村原本是地图上不起眼的一个
点，很难被发现。但正是这样一个“沉默”
的高山村，在头脑灵活的村民推动下，蹚出
了一条从“被看见”到“被向往”的路径。

村民没有将大山视为阻隔，而是把峡
谷化作向外界展示自我的舞台。从带“驴
友”徒步走出第一条路，到引入外来投资者
打造蛟龙大峡谷景区，蛟坑人用脚步丈量
希望，用眼光挖掘价值，让这个深藏在云雾
中的村庄一步步走向热闹与繁荣。群山仍
在，但它挡不住的是一个村庄的雄心和向
上的力量。

在前往蛟坑村的路上，不断出现在我
视野里的山丘、树木，即使再高大、再有特
色，也很难激起我的兴趣。这是因为，早在
多年前，我就对蛟龙大峡谷有耳闻，心中急
切地想一睹它的风采。经过近一个小时的
车程，我们抵达了蛟坑村，站在村口便能望
见屏峰岩上的玻璃桥，它仿佛在山之巅，又
在云之端。

整个峡谷只显露出它庞大身躯的一小
部分，却已让我心潮澎湃。我掏出手机，
并非想给大峡谷或村庄留影，而是想记录
我在此时此地的心境感受。沿着蛟龙大峡
谷前行，耳边是飞瀑流泉的声音，脚下是
历经千年的盐道，花岗岩地貌造就了奇岩
怪石……就在这个与山水相融的村庄里，
变化悄然发生。

采访过程中，村干部的话让我印象深
刻：“我们没有等机会来，而是去找机会、造
机会。”蛟坑人不再满足于一时一事的利
益，而是站在未来看现在、在山水中做文
章。他们不是被动接受资源禀赋，而是在
主动重塑资源价值。作为一名资深驴友，
江波最能感受到这点，他经常到村庄游玩，
每次都有新的变化，这也让他意识到，蛟坑
村是一个值得合作的对象。

听了村干部的介绍，我眼前的蛟龙大
峡谷，转眼间又多了层明媚的色调。

群山困不住
村庄的志气

本报记者 付名煜

一条“驴道”打开山门

从缙云县城出发，沿蜿蜒山路驱车
向南，近 1个小时后方能抵达蛟坑村。

越是深入密林，越能感受到大山深
处的静谧与清凉，一路上，常见挂着各地
牌照的车，穿梭在这片盎然绿意中。在
村口，等候多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徐子富
笑着迎上前：“你来得正是时候。最近气
温升高了，来蛟坑溯溪玩水、登山避暑的
游客越来越多。”

这座高山村古称蛟龙村，得名于蛟
龙曾盘踞峡谷间的传说。村庄所在的蛟
龙大峡谷里，飞瀑如练、幽潭似镜，千姿
百态的花岗岩地貌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
爱好者。“15年前，在村里只能听见潺潺
溪水伴鸟鸣，现在可热闹喽。”徐子富感
慨道。昔日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如今因
一道峡谷、一条驴道、一片清潭，迎来发
展的春风。

故事得从 2010年说起。当时，一群
“驴友”偶然闯入了位于古方山与石牛山
之间的蛟龙大峡谷。他们沿千年古道一
路前行，时而在岩壁上攀爬，时而在潭水
中嬉戏，照片发到网上，在户外运动圈中
引发轰动，无数人慕名而来，蛟坑村的名
声也渐渐传开。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缙云县在
2017 年打出关键一招。当时，为进一步
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缙云专门
成立了山地户外运动开发领导小组，统
一规划了“驴道”，开始系统地挖掘当地
的山地资源。

“蛟坑驴道”也被纳入其中。为了保
留原生态，当地对驴道进行了适度改造，
安装了标识牌，在个别崖壁路段加装了
不锈钢铁链、U型钉等安全防护装置，并
清理了影响通行的荆棘路段。这条充满
野趣与历史感的古道，成为缙云最受欢
迎的“驴道”之一。

大山变得热闹了，村民也因此迎来
了新机会。不少人凭借对自然风光和人
文故事的熟悉，成了当地的导游。农闲
时节，他们带着游客走驴道，一路讲述蛟
龙潭、叠箱岩、飞来石、金鸡岩等景点的
故事。“收入比种地多得多，有的村民一
周能带 4 个团，每团 160 元，旺季一个月
能挣 3000多元呢。”徐子富说。

傍晚，最后一批游客离开时，村里的
导游也各自回家。现在，他们不再像 15
年前那样早早熄灯休息，而是思考着“明
天该给游客讲哪个版本的‘蛟龙故事’”，
这些传说，不仅留在山村，也随着游客，
奔向了远方。

一座景区“点石成金”

沿着“驴道”，蛟坑村摆脱了曾经的
命运。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端。要让村子真
正富裕，还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如
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如何让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蛟坑面临的
核心课题。

同样在 2017年，徐子富把在外地经
商多年的经验带回了蛟坑，接任村党支
部书记。面对产业薄弱、基础设施落后
的典型山区村图景时，他看到的却是一
片希望：幽潭清溪、奇山怪石不是“山被
困住的标志”，而是大自然赋予的独特资
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天然优势。

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向了村里
的旱厕。他带领村干部完成整改拆除，
种上花草，使村里增添了一个个小花
园。这种“从小处着眼，从难处着手”的
方式，体现了新时代乡村带头人的治理
智慧。当大多数高山远村还在质疑“穷
山沟怎么搞旅游”时，蛟坑村干部已经带
领村民在“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环境
整治”等一系列行动中做起了“减法”，埋
下旅游发展的种子。

正是在此时，江波出现了。作为山
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以资
深“驴友”的身份走进蛟坑，却以企业家
的眼光发现了商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他决定投资开发蛟龙大峡谷景区。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景区于次
年 10月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景区一
期工程坐落于峡谷的起点蛟坑村，核心
景点为地质遗迹屏峰岩，加上悬崖栈道、
玻璃桥、沿山驴道等景观，吸引了无数外
地游客前来探访。

外来投资的注入，无疑是推动蛟坑
发展的催化剂。通过与江波的合作，蛟
坑村探索出了一个新型的“利益共同体”
模式：村集体将山林资源作为股份投入
合作，企业负责景区的运营和管理。同
时，停车、住宿、餐饮等服务项目由村集
体和村民经营。这种“让利于民”的模
式，确保了三方都能共享景区带来的经
济收益。结果是，蛟坑的经营性收入从
2017 年前的不到 2 万元，飙升到了如今
近 50万元。

从空中俯瞰，峡谷如蛟龙穿行于崇
山峻岭间，沿途溪水奔流，飞瀑垂挂山
腰，奇峰怪石点缀两岸，自然风光原始而
壮美。它所在村庄，不再只是地图上不
起眼的小斑点，而是无数人心中的“诗和
远方”。蛟坑这个名字，也不再陌生，它

的风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一桌山珍的生意经

仲夏时节，蛟龙大峡谷绿意盎然。
在距景区入口不到百米处，一栋自建房
里总是座无虚席，空气中弥漫着柴火鸡
和炒时蔬的香味。这里是“城门口农家
乐”，也是村民徐金蕊在 56 岁时返乡创
业的起点。

2021 年，徐金蕊结束了在县城经营
多年的养鸡生意，回到了家乡蛟坑。彼
时，亲戚朋友大多对她的选择存疑，“回
去能干啥？”但徐金蕊心里有底——家门
口不远处就是正在开发的蛟龙大峡谷景
区，游客会越来越多，生意不会差。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随着景区的
知名度不断提升，蛟坑村陆续开出了 9
家农家乐，一桌山珍留住了八方来客，
而徐金蕊的“城门口农家乐”生意格外
红火。她把自家一楼改造成餐厅，区隔
出大厅、接待区和包厢，每个区域都经
过精心设计。比如包厢区域，实木吊顶
配上现代风格的灯饰，既温馨又有品
位。“装修花了 30 多万元，如果没有景
区托底，我哪敢投这么多钱。”她笑着
说。

最让徐金蕊自豪的，是农家乐的“土
味”。餐桌上的时令蔬菜都是自家种的，
土鸡也放养在对面的山坡上，客人抬头
就能看见。“我只做‘最本地’的口味，”徐
金蕊说，土鸡、土爽面是顾客必点的招牌
菜，旺季时，屋里的 8 张桌子常常坐不
下，只能临时在门口“外摆”，最热闹的时
候，一天就得接待百余人，要请七八个乡
亲来“搭把手”。

“到了我这个年纪，能在家门口做生
意挣到钱，才是最踏实的。”徐金蕊知道，
家乡正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这份信心，也源于蛟龙大峡谷景区
二期项目的启动。根据计划，景区二期
项目将新建游客接待中心、观景平台、
停车场等设施，同时引入咖啡馆等新业
态、增设高空蹦极等体验项目。“游客来
了，愿意多停留、多消费，村里的农家
乐、民宿自然也更有前景。”景区负责人
江政儒说。

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点燃了村民对
生活的新期待。从山脚通往山顶的步道
旁，时常能听见游客谈论哪家农家乐最
有特色，而村民也从最初的“试试看”，逐
渐转变为主动思考“怎么做得更好”。这
座被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正以最质朴的
方式，留住远方的客人，蹚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终审：陈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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