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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年砍一轮到20年没动刀

长兴顾渚村：好山好水客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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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益新

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东望太湖，三面

环山，满目苍翠。湛蓝的天空下，一湖清水

随风荡漾，一道蜿蜒几公里长的木质长廊依

霸王湖而建，古朴的凉亭倒映在水中。三三

两两的老人，或下棋逗趣，或喝茶聊天。

顾渚山下，几处民宿探出身影，白墙黛

瓦，清新别致，掩映在山水间。精致的农家

院、特色的“水景房”、现代的小洋楼，还有古

朴的马头墙……村在景中，景村一体。此时

的你，对村口石碑上镌刻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一定会有更加通透的理解。

从“卖山林”到“卖风景”

过去，由于地处深山，顾渚百姓祖祖辈辈靠

砍毛竹、卖茶叶为生，不仅生活贫困，而且生态

赤字、环境透支。

1998年，上海老中医吴瑞安一次偶然的长

兴之旅，让他看中了顾渚村这块“风水宝地”。

当年，他拿出30多万元，在顾渚村王塔自然村

创办了第一家老年乐园，并打出了“欢迎上海的

老年人到这里来住”的广告语。从此，上海的老

人们开始源源不断地到这里游玩，上海话也成

了这里通用的第二种语言。村民不再上山砍毛

竹，山上安静了，山下变热闹了，村里的农家乐

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

水口乡生态旅游办公室副主任张宇华提供

了一组数据:全村1300多户，现有农家乐客栈

585家，60%的村民从事农家乐及相关产业。

11个自然村中有5个自然村，每家每户都有农

家乐客栈。

产业快速发展，主要的“法宝”还是实

惠。村里第一批开农家乐的老板娘王庆英坦

言：吸引来的上海人，大多是精打细算的老

人。在顾渚村老年康复中心，连吃带住每月

不过1400元，村里的农家乐基本每人80元一

天包吃住，而且普遍吃得不错，卡拉OK也是

免费使用。

用顾渚村原党总支书记祁煜良的话说，“卖

山林”让村民吃到了环境的苦头，办农家乐让村

民尝到了生态的甜头。随着“两山”理念践行

的深入，村民们愈发认识到，只有好风景才有好

前景。

从“靠土菜”到“靠环境”

随着农家乐的繁荣，游客不断增多，村民在

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卫

生恶化、道路拥堵等问题渐渐暴露出来。“上山

谋生破坏山水，下山求富污染环境”的生态警

钟，又一次敲响。

痛定思痛，2005年，顾渚村提出“生态立

村”和“旅游兴村”并重。以传统农家乐改造提

升为切入点，全力推动农家乐由“卖土菜”向“卖

环境”转变。

张宇华说:“县里对农家乐的发展采取‘提

质不扩面’的方法，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要求

农家乐必须规范办证，建立农家乐标准，并对现

有的农家乐实行积分考核制度，带领农家乐业

主出去学习培训。”

张宇华介绍，顾渚村目前的农家乐业态

呈“金字塔”状，最底层的是普通的农家乐，占

比最多，中间是中端的农家乐，顶端的高端农

家乐，目前只有 1家。长兴县在大力增加中

间档次的农家乐，让普通农家乐通过整体改

造变为中端档次，提升农家乐的整体环境和

条件。

据了解，顾渚村还推行“美丽行动”，对村里

101户农家乐编制“一户一策”改造提升方案，

并进行全面的污水治理，建立农家乐污水总管

网。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农家乐庭院改造过程

中，村民自发拆除围墙、违建，对庭前院后做到

包干整治、包干管理、包干保洁等。2015年以

来，顾渚村农家乐改造升级和环境整治提升累

计投入资金7000余万元，其中群众和社会投资

3800万元左右，占比近55%。

此外，村里还下功夫做好“活水”“植绿”

“还林”“护林”等生态修复文章，不断擦亮生

态底色。全面推进截污纳管，景区生活污水

全部实现统一纳管、集中处理，河道水质全部

达到Ⅲ类水以上标准。为了让环境变得更

好，顾渚村致力让地“绿”起来，因地制宜开展

植绿造绿工程，累计种植各类小型景观类灌

木 1.2 万株，栽种树木 697株，完成绿植美化

2.7万平方米。

经过一系列的环境整治和农家乐改造提

升，顾渚村水更清了、地更绿了、路更畅了、景更

美了，顾客满意度更高了。近几年，水口乡还先

后投资2亿多元恢复建成顾渚大唐贡茶院;投

入6000多万元完成水顾公路和顾渚旅游农贸

市场、古茶山景区、顾渚旅游商品市场和生态停

车场等改造……“土而不俗”“亲情化”的乡村元

素融入全域旅游，顾渚村已经成为村景合一的

开放式景区和周边人们休闲观光、度假养生的

“乡村游天堂”。

“绿水青山”让顾渚村自然与产业相融合，

为顾渚村未来发展创造出无限可能。

从“新产业”到“产业链”

顾渚村民宿经济初具规模，庞大的客流量

又催生了运输业的崛起。村民王爱强就是受益

者之一。“2006年我买了两辆客运大巴，一辆33

座，一辆49座，买来以后几乎就没有休息天，后

来又陆续增加，到现在已经有9辆了。”王爱强

说，仅仅为农家乐服务跑运输，一天就能赚

1000元左右。

目前，顾渚村共有4个车队，竞争激烈，靠

服务品质做生意。王爱强说，他自己负责143

家农家乐游客的接送，村里最大的一个车队负

责24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游客的出行。即使这

样，还是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去年最忙的一

天总共调用了200多辆车。“大巴接送一次每人

2元，每天能赚1000元左右，一年也有三四十万

元的收入。”王爱强说。

随着游客的增多，一些民宿也在转型升级，

精细分工。“小燕子”民宿升级改造后，在二楼打

造了小花园，成为了网红拍照打卡地。老板小

燕子5月份还开通了抖音，用上海话介绍民宿，

如今抖音粉丝量已达到4000多，暑期的房间早

在6月份已全部定完。

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带来了大量游客，也带

旺了顾渚村的紫笋茶、蓝莓、猕猴桃等特色农业

产业，村里的蔬菜、水果、畜禽类等农产品均实

现就地销售。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村吸引游

客300多万人次，一年光鸡蛋的销售量就达40

万公斤左右。村里效益好的土特产经营户，一

年收入可达100多万元。

环境好了，景色美了，游客来了，村民富

了……通过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一家一户一

民宿”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还吸引了不少外来劳动力就业，更

重要的是吸引了资本、劳动力的回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一点没说

错。”祁煜良说，自从山里开始办起农家乐，近4

万亩的林地就没有变过样子。以前过5年就要

被砍掉的大树，已经有近20年没有动过。“绿水

青山让农村更美好，让农民得实惠。”顾渚村钓鱼的老人们顾渚村钓鱼的老人们。。

顾渚村霸王湖新景顾渚村霸王湖新景。。王潇王潇 摄摄

顾渚村霸王湖旧景顾渚村霸王湖旧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