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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挖山砍树”到“筑巢引凤”

开化金星村：谨记嘱托美家园

□本报记者 杨怡

门前碧水流，远眺万重山。位于开化县华

埠镇的金星村，用依山傍水来形容它，再合适

不过了。

十几年来，金星村致力于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

收入”，成为远近闻名的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千佳村”、“全国文明村”、省

级“山区生态优化平衡村”试点村等荣誉称号。

夏日的午后，鸟啼蝉鸣，不远处群山连绵，

马金溪绕村而过，水绕山转，相映成趣。空气

中淡淡的花草清香，配上白墙黑瓦花格窗，透

露着浓浓的江南韵味。可若把时光推回到14

年前，眼前这如诗画般的景色，村民根本连想

都不敢想。

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变，要从村里那棵千年

银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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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金星村，交通不便、山多地少、经济

落后，村民们挖山、砍树，生活污水直排马金

溪。那时候，村里有棵千年银杏树长得极好，枝

繁茂密、根基深厚。可赶上村民们要造房子了，

一车车的泥土从银杏根部被挖走；村民需要柴

火，裸露的银杏根就遭了殃……金星村村支书

郑初一叹息说，好山好水都被掏空了，环境也变

得越来越糟。

直到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到金星村考察新农村建设，看到村里那棵千

年银杏，根系裸露，岌岌可危。“习近平总书记当

时说，这是金星村的象征，十分珍贵，不能让它

死掉。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村庄。”郑初一告诉

记者，后来村里组织大家培土浇水，展开了一场

抢救银杏树的行动。也正是在保护古树的过程

中，大家才意识到绿水青山的重要性，保护生态

就是改善民生。

2008年，金星村开始推行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村集体近万亩山林分给农户经营。林改

后，林农们在自家门口就能做起营生，也有稳

定的收入，个个都铆足了劲。“大家像种田一样

‘种山’，像种菜一样种树。路难走，就多走几

趟，脚上磨起了水泡也不觉得累。”村民周水禄

曾当了30多年伐木工，现在是村里的护林员，

“造林那会儿的辛苦，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如今看着自家村里的绿水青山，觉得再苦也

值。”他说，守好这片林子，就是守护好家园，这

让他倍感骄傲。

俗话说打铁趁热。金星村的蜕变也是如

此，林改后村里立即着手美丽乡村建设。接连

展开了旧村改造、村庄亮化、“三改一拆”“五水

共治”……党员干部带头种树，村民自发美化自

家庭院、组建河道保洁队，每天巡河捡拾垃圾。

如今的金星村，林木葱茏，钱塘江源头之一的马

金溪，清澈见底，银杏公园、文化墙、村文化活动

中心等已成为村民和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据

介绍，目前金星村森林覆盖率高达98%，常年空

气质量优良率在98%以上。

如今，10多年过去了，这棵巍然挺立的银

杏树，成为了金星村最亮丽的风景，也见证了这

个村庄的美丽蝶变。

美丽生态引来投资客商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

金星村的环境好了，游客多了，人气旺了，

乡村旅游产业应运而生。2013年，一直在外打

工的村民夏成军，回乡探亲时发现村里变美了，

还有好些游客来观光。那时，全省各地农家乐

和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可金星村却没有。夏成

军当即决定，回乡开办农家乐。那年，“河边人

家”开业，成了金星村第一家农家乐。

“刚开业那会，周围的邻居还笑话说，‘你开

这个哪会有人来？到时候要倒闭哦’。”夏成军

说，就这样，在一片不看好声中，他成了金星村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今“河边人家”一年毛

利润30多万元，比起7年前至少翻了3番。当

时笑话他的那些邻居也纷纷办起了农家乐，现

在村里的农家乐已有6家。不仅如此，不少投

资客也看中了这片大山中的聚宝地，多家高端

民宿纷纷入驻。

记者在郑初一的带领下，来到了村里的“网

红”民宿——心渡原舍，推开厚重的木门，假山

修竹、潺潺流水，显得静谧又雅致。民宿管家燕

子是开化城里人，20年前曾来过一次金星村，

当时低矮的土房，脏乱的环境，让她觉得自己肯

定不会再来这儿了。

“没想到，现在却扎根在这儿了。”燕子笑着

说。据她介绍，这里原本是一幢老旧农房，民宿

里的茶室，过去是农户的牲口圈，隔壁的咖啡厅

是堆杂物的柴房。“如今外出务工的村民少了，

相反，外村人被我们金星村的风景吸引，来这里

投资赚钱。”郑初一接过话茬说，现在金星村已

经拥有心渡原舍、二食一宿、深渡客栈等19家

民宿，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村里还办起了茶叶加工厂，成立了茶

叶专业合作社。“我们村的茶树生长在青山间，

用山泉水浇灌，出产的龙顶茶叶品质相当好。”

郑初一自豪地说，从最初的两三户到如今已有

近400户种植茶叶，仅茶叶这一项，全村年增收

1000多万元，真正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2006

年来考察时嘱托的“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金星村寻回了那片绿，也让村民享受到了

家门口的生态红利。据统计，金星村村民的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已从2006年的不到6000元增

加到2019年底的3.6万元。

美好家园带来幸福生活

在金星村文化礼堂前，有一条宽阔的水泥

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同心路”。

回忆起这个路名的由来，郑初一打开了话

匣。2010年时，毛家坎行政村并入金星村，成

为金星的一个自然村。由于毛家坎是个移民

村，合并后两村的村务、财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能合并到一起。

如何让金星村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行政

村？金星村的村干部召集了毛家坎村原村“两

委”班子成员和几位党员，“两村并一村矛盾会

有很多，我们党员干部要齐心协力，一起做工

作。”郑初一现在说来风轻云淡，但当时他们每

家每户走访谈心，有些难沟通的农户前后上门

几十次。

就是在这样不懈的坚持下，全村人渐渐地

心齐了，关系也越走越近。“现在，村民们每天都

会在这条同心路上散步。”郑初一笑道。

记者跟随郑初一在村里走了一圈，他手中

的电话也响了一路，都是村民打来的电话。每

个电话，郑初一都耐心作答。“我们金星村从第

一任村支书开始，村干部从来不插手村里的任

何工程。逢年过节，村‘两委’班子成员对困难

家庭、军人家庭、老党员等特殊群体进行慰问已

成为传统。”郑初一说。

漫步金星村，记者真切感受到了一个把环

境保护、经济发展、乡村治理等充分融合在一起

的美丽乡村的十足魅力。

金星村村口金星村村口。。 叶敏叶敏 摄摄

金星村服务中心改造前金星村服务中心改造前。。

衢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党员们在金星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衢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党员们在金星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