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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餐吃着玉米羹”到“人均收入四万三”

新昌外婆坑村：思路一变天地宽

□本报记者 郑慧玲

古朴整洁的村庄，曲折蜿蜒的小道，溪水

潺潺流过，翠峰耸立两旁。相比外面世界的繁

华和喧闹，这里保持着中国传统乡村的静美。

青山环抱下，木结构的房屋在大红灯笼掩映

下，更显江南风情。这就是绍兴有名的“江南

民族第一村”——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

“我们镇是我省‘千万工程’五个建设样本

之一，而外婆坑村是我们镇15年来变化最大的

村。”镜岭镇党委书记吕江介绍。15年来，外婆

坑村经历了从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到今天的民

族风情旅游村的跨越。在村里的荣誉墙上，12

个国家级、20个省级、21个市级和众多县级荣

誉，记录了这个村庄的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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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叶子助增收

外婆坑村位于新昌、东阳、嵊州、磐安四县

交界处，背靠新昌西南第一峰——山雪岗，群山

环抱。“八十炉灶四十光，有女不嫁外婆坑，三餐

吃着玉米羹，缺钱缺粮缺姑娘。”村支书林金仁

介绍，以前，地处山区的外婆坑村村民收入渠道

少，一度在浙江省贫困村中垫底。

“必须找一条适合我们村发展的路子！”外

婆坑村村“两委”下定决心，要带领村民改变贫

困落后的面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村虽没有大片

的耕地，但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好，土地肥沃，发

展名优茶有优势和潜力。”在外当箍桶匠多年，

当时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林金仁发现，西

湖龙井茶可以卖几百几千元一公斤，而外婆坑

村种植的珠茶才几十元一公斤，相差十倍百

倍。于是，林金仁发动村民种植龙井茶，两个月

内开辟荒山200亩，并从外地引进10万株名优

茶苗。

其实，外婆坑村种茶历史较早，但长期粗放

经营，缺乏科学管理，种茶效益不高。为提高茶

叶的附加值，外婆坑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名茶

炒制技术培训。2005年，外婆坑村新建了名茶

规范化炒制示范点，并实现“五统一”：统一管

理、统一采摘、统一收青、统一炒制、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同时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外婆

坑”，通过打造品牌来提高茶叶知名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片片绿叶子通过村民

勤劳的双手，成为了脱贫致富的“金叶子”。如

今，外婆坑村有有机茶园面积1500亩，每年茶

叶总产值650万元，外婆坑村有机茶合作社还

获“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称号。

治理环境——
弘扬文明树新风

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可脏、乱、臭的村

庄环境没有改变。2003年起，外婆坑村开始实

施环境整治，推进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

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等工作。

当时，外婆坑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露天粪

坑，人居环境差。该村以露天粪坑整治为突破

口，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拆除露天粪

坑，安装抽水马桶，同时建设生态公厕。首战

治好了“臭”，该村又把目标锁定在“脏”和“乱”

上。那时，农村普遍不注重村容村貌，没有专

门的保洁队伍，该村又掀起一场以治脏、治乱

为目标的战役，建设美丽乡村，提升环境质

量。通过数年努力，村里难闻的臭气没了，满

天飞舞的苍蝇不见了，外出创业的村民过年过

节也愿意回来走走了。

为进一步提升环境，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

去年，外婆坑村对垃圾实行分类投放，每户村民

家门前都放置一个垃圾二分桶。如今，每天将

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好类放入二分桶内，已

成为村民们的日常习惯。而在村里的一些公共

场所，设置了四分类垃圾投放点和智能化分类

设备，用于投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何雨花是村里的垃圾分拣员，每天的工作

是上门将村民分类好的垃圾放入垃圾收集车，

再进行二次分拣，同时对每户村民的分类情况

进行考核打分。“其他垃圾由镇里派车统一收集

处理，易腐垃圾运往村里的阳光房进行太阳能

堆肥处理。”何雨花说。

“这个阳光房非常好，简单来说就是‘吃进

垃圾吐出肥料’。”镜岭镇“两美”办工作人员介

绍，太阳能堆肥处理只需将易腐垃圾倒入阳光

房，由太阳光透过采光板让堆肥房升温，使易腐

垃圾快速分解为有机肥料；产生的渗漏液经收

集后重新回喷到新垃圾上，用以调节垃圾湿度，

循环使用；堆肥过程中产生的臭气经过特殊处

理后再排放，整个过程不产生臭气、污水、废弃

物，可以有效避免二次污染。

外婆坑村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

干部带头开展门前三包、村庄美化绿化、小景观

创新打造等工作，使全村环境得到了质的飞

跃。2015 年，外婆坑村获评“全国生态文化

村”。2016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如今，徜徉在外婆坑村，古朴建筑与丹霞壑

壁相得益彰，整洁的房屋与干净的村道完美融

合，村民们笑意盈盈，闲庭信步，尽享山村美好

风光。

盘活资源——
民族风情生态游

为了实现更好发展，外婆坑村决定依托绿

水青山发展旅游业，拓宽经济发展新路子。

“我们村有1500多亩生态有机茶园、6500

亩山林、海拔800多米的山雪岗、保存完好的古

村落风貌，又是红军路经之地。”林金仁说，这些

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一定能吸引游客到外婆

坑村观光旅游。

早年为了脱贫，不少年轻村民外出打工，回

家时带回了少数民族媳妇。目前，全村有少数

民族妇女33人，涉及白族、苗族、傣族、蒙古族

等12个民族。村里巧妙利用这些独特资源，鼓

励这些少数民族新村民穿起自己民族的服饰，

唱民族歌，跳民族舞，举行泼水节、火把节，将原

生态的古村落风貌和民族风情完美结合，打出

“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品牌。2010年，外婆坑村

成为上海世博体验之旅示范点，借世博会东风，

在国内外打响了外婆坑村少数民族风情游的品

牌。

独特的民族风情让外婆坑村渐渐有了“江

南民族村”的美誉，乡村旅游风生水起。近年

来，该村相继建设了民族文化礼堂、古村寻根纪

念馆、民俗博物馆、红色足迹长廊等景点，形成

了“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族风”

的旅游特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观光旅游、

摄影创作，外婆坑村建立了旅游集散中心，成立

了旅游开发公司。2015年，外婆坑村被评为省

级农家乐特色村。2017年，外婆坑村成功创建

省3A景区村庄；2018年，成功创建绍兴市五星

3A景区村庄。

如今的外婆坑村，呈现出了“绿水青山为

框，民族风情为画”的美丽画卷，成为远近闻名

的民族团结融合典型村，游客络绎不绝。目前，

外婆坑村有13家农家乐，平均每家每天可接待

40人就餐，一年营业收入600万元。住宿方面，

全村13家民宿中精品民宿5家，每天可供130

人入住，一年营业收入550万元。2019年，全

村接待游客1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50万元。

“我们村去年村集体收入150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43650元。”林金仁说，过去整个

村70%的人在城里打工，现在倒过来了，70%的

人在村里从事旅游业，许多村民长年以售卖村

里的土特产玉米饼为主，一年收入也可达10万

元。外婆坑村风光外婆坑村风光。。

外婆坑村的文化礼堂外婆坑村的文化礼堂。。

村内民宿村内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