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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学许：一份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保证不贪不诈，绝不以集体利益牟取个人私利，

保证3年内让左溪村的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2007年，

蓝学许当选左溪村党支部书记时，用喇叭喊出他的承

诺。

怎么让左溪人都富起来？蓝学许告诉自己：“自己

创业与村里创业不一样，决策要民主。”

初为村支书，蓝学许很多想法并没有得到大家支

持。他决定带大家出去看看别处的村子，别人致富的路

子。

先是少数村干部，后来是党员、村民代表。

2008 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一批花园村庄崛

起。

蓝学许也想让左溪成为美丽新农村，但阻力很大。

环境整治，要拆猪圈、露天粪坑，村民不肯；清理河道，村

民不配合；外立面统一风格，大家觉得没必要……

左溪考察小组出发了。

蓝学许带着大伙跑了省内外30多个村庄。考察过

程中，大家被高颜值的美丽乡村震撼，尤其是有的村在

环境整治后成了旅游热门地，村民年收入成倍增长。

考察小组迅速达成共识——左溪一定要提升。

但外面的运营模式难复制，左溪还是要想办法走自

己的路。

左溪是畲族村，民族风貌能不能成为特色？

2009年，蓝学许邀请省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

旅游学院老师，为左溪“量身定制”一份村庄旅游发展规

划。

一年后，左溪在泰顺县第一个完成整村规划。但

是，这一本《规划》怎么才能变成现实？

蓝学许与村干部人手一本《规划》，去司前镇、泰顺

县政府，见人就上去扯几句，说说《规划》，谈谈左溪的未

来，讲讲畲村人的梦想。直说到很多原本不知道左溪的

人，都有了一个“美丽左溪”的深刻印象。

终于，2011年，全省出台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政

策，蓄势待发的左溪迎来发展机遇。《规划》正式缓缓展

开。

130多间火柴盒式的建筑全部改造立面，木门窗、黄

墙黑瓦、畲族图案等统一元素，打造出畲族特色风情

街……累计3000多万元的投入，让左溪村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

如今，左溪已成为泰顺旅游“金字招牌”。每逢农历

三月三，畲乡风情节，游客涌入左溪村，边吃乌米饭边赏

畲歌，穿梭田间地头采摘瓜果蔬菜。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也在精

准。”蓝学许把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左溪

当年正是找准路子，才能精准脱贫。村民年人均收入从

2008年的不足4000元，到现在的2万多元；过去430名村

民外出打工，如今300名村民回乡创业。

今年 2 月，司前畲族镇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蓝学许先后两次到北京，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接见。

今天谋求共富，他依旧把目光瞄在“精准”二字上。

去年底，文泰高速通车，打破交通束缚，左溪21家民

宿一房难求，村民在家赚钱的愿景照进现实。

“畲乡遇见”民宿老板娘吴妙英的账户上定金收了

一波又一波;“80后”雷朝远的民宿月初刚动工，投入180

万元，他期待着明年端午节开张生意红火……

“中国最美畲村”，怎样才能再上一个台阶？民宿管

理跟得上吗？特色文章做足了吗……

蓝学许捏着两份重要文件——左溪畲族风情产业

带科研报告、中国最美畲村发展规划，筹划着明年开春

的又一次学习考察，这一回他的目标是如何创建共同富

裕产业示范带。

张琳 陈祥磊

统一思想带着村民去考察：畲乡整村规划“出炉”，3000多万元项目入村

28年前第一次考察：偶然得来的《农村信息报》上，看到“农村致富经”

“来田里帮忙吧。”高一暑假，父亲告诉蓝学许，家里

穷，负担不起30元学费。那是1993年，司前畲族乡与里

光乡合并成司前畲族镇不久。

作为贫困乡镇里的贫困户，蓝学许在扛着锄头干农

活的同时，常跑到学校边上，听听向往的朗朗书声。从

洪水里捞起一本学术杂志，他也看得津津有味。

渴求知识的蓝学许格外关注报纸、杂志上的信息。

有一次，他偶然得到一份《农村信息报》，第一次看到“农

村致富经”。“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火热发展，村民们在

自家门口当起了‘老板’。”这则新闻让蓝学许非常兴

奋。1994年过完春节，他就带着这份《农村信息报》出发

了。

蓝学许“按图索骥”来到嘉兴，花了一周时间，走访

了海盐、南湖等地几个特色农村。果蔬种植、畜禽规模

化养殖……在海盐县，他观察到农民养猪销售一条龙模

式，摸索出一些门道。

养猪相对容易且市场需求量也大，蓝学许决定试试

规模化养猪。给猪看诊、配饲料、清理猪场……5年里，

他几乎吃住在猪场，从十几头到400多头生猪。到1999

年，蓝学许年收入破万元，成为村里首个养猪致富的“万

元户”。

2001 年，蓝学许获“泰顺县十大优秀青年”荣誉称

号。但是，他的养猪事业却碰到瓶颈，畜禽养殖品种单一，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当时珊溪水库竣工不久，他看到水

源地保护的新闻，已隐隐感觉到养猪业潜在的风险。

致富，还有没有其他路子？蓝学许决定再出去看

看。

每年一次一个人的考察：两万元的推销短信，让“爆款”葡萄开启泰顺“采摘游”

2000年春季，蓝学许又一次出发。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那里的

立体农业，循环利用资源，很有名气。

上一次去大桥镇时，这里都是葡萄棚，农民住别墅，

开轿车去田间，蓝学许大受震撼。这一回，他蹲在田头

和农民聊种植、打听信息……回来后，他决定向立体农

业转型。

“为啥进口葡萄能卖40元一公斤？”蓝学许在嘉兴超

市看到进口的美国红提，他盼望着泰顺山沟沟里也能长

出这样的葡萄。

2003年，他从嘉兴引入美国红提、“醉金香”等品种

葡萄苗4000株，15亩地成了承载希望的葡萄园。

他满怀期待和信心，然而等来的竟是颗粒无收。因

为葡萄在左溪“水土不服”，遭了病害，蓝学许既缺技术，

又没经验，多年积蓄打了水漂，他欲哭无泪。

“能不能找个专家问一问？”在老支书雷志亮的鼓励

下，蓝学许又出发了。

他打听到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厚着脸皮”找上门

向专家求教。专家很热心，建议他调整种植模式。

2005年，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果了，亩产1000公斤。

问题又来了，1.5万公斤葡萄怎么卖？

蓝学许注意到手机收到的推销短信。当时，每条短

信 0.15 元，不能超过 20 个字。“左溪葡萄熟了，欢迎采

摘……”附上联系电话和地址，他找到运营商，一次性花

了两万元，全用来发短信。

短信一出，他的手机就没消停过，一个又一个咨询

电话和预订单找上门来。

泰顺县采摘观光农业模式，就这样诞生了。连续半

个月，村里的机耕路被各种轿车停得满满当当，葡萄一

摘而空，给他带来11万元净利润。

村民的眼睛亮了，纷纷上门求教葡萄种植技术。蓝

学许也不藏私，给大家当起“技术导师”，甚至带着他们

又去了趟大桥镇。

左溪村乃至整个司前畲族镇都掀起“葡萄热”，直到

十几年后的今天，周边乡村形成800多亩的农业观光休

闲园区，30多户畲族农户专门从事葡萄种植业，果农人

均年收入达7万元。

几乎每年一次的考察，不但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

别人的探索，更让他隐隐触摸到时代变革的脉搏，他清

晰地意识到，紧跟国家的乡村发展政策，才能踏上致富

快速道。

日前，泰顺县司前镇左溪村又迎来好消息——“左溪畲乡小院民宿整村运营”项目签约落地。作为泰顺县35个招商引资

重大项目之一，该项目让左溪村民对共同富裕前景有了更踏实的期待。项目谋划人左溪村党支部书记蓝学许，正盘算着村里

如何借势再发展一波经济。

蓝学许性格温和，但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触角非常敏锐，在大事上更是决断，说干就干。

28年前，这位偏远山区的贫困户，正是凭着这份敏锐和决断，带着一份《农村信息报》，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开始第一次

“考察”。

这一次考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开启了左溪村脱贫致富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