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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事做 家家有收入

从中河高架和体育场路交叉口
的杭州新闻大厦出发，到衢州开化，
不紧不慢开车大概三个多小时。

这条路，我们已经持续开了15年。
作为浙江母亲河的源头，开化曾

因保护生态而牺牲了发展——企业
关停、税收减少，贴上了欠发达的标
签。2007年，都市快报开启“反哺母
亲河、感恩开化人”的新闻援助，连续
15年持续关注开化。

15年很短，15年也很长，如今，身
为山区 26县之一的开化已成了具有
代表性的生态发展类县。

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早已有了
改变。

这些年来，开化坚定不移推进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各项事业在风
雨兼程中行稳致远，重要经济社会指
标实现了倍增，地区生产总值从2003
年的22.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69.4
亿元，总量是2003年的7.5倍，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是 2003年的 9.3倍，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03年的6.4
倍。

前些天，我们在开化县行政大院

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叫“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工作小组，小组
主力军都是 90后小伙，用他们的话
说，正在做“一份伟大而有意义的事
业”。

“你看，齐溪镇龙门村、齐溪村，在
我们当地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旅游
发展村，那里的清水鱼、高山菜都很好
吃，吸引了不少外地来的客人。”工作
小组的成员说，最近他们正在梳理基
层典型精品线路，“让大家可以更加清
晰、有感知地了解开化的变化，了解这
些年是如何努力‘共富’的”。

开化县齐溪镇齐溪村38号，是湖边
渔味馆的地址。

因为靠着马金溪，又主力做鱼，所以
店名就直接叫“湖边渔味馆”，简单好记。

马金溪是开化县最大的河流，衢江
的上游，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流经
齐溪镇、霞山、马金镇等地。

“打我爷爷那辈开始，就以这条溪
为生了，爷爷放排，爸爸养鱼，到了我这
代，做起农家乐生意。”90后江建峰说起
自家和马金溪的缘分也是感慨万千。

江建峰的爷爷是个放排工，在当
地，放排就是把砍好的木头以水路形式
运到华埠镇码头的一种工种。“爷爷和
我讲当年事的机会不多，印象中就是跟
着大队里干活，来去都要好多天，常常
不着家。”

齐溪村四面环山，到处是树，所以
木材很多，尤其是杉木、松木，那时候的
村里人都是以伐木为生，运出去给外地
做地板木材生意。

齐溪村是个移民村。1988年，由于
齐溪水库的建设，水湖、齐溪、左溪等村
移民，齐溪村就近后靠移民，原来一个
700多人的村庄，留下的只有200来人。

到了爸爸江金云这辈，还是在砍木
头，不过运木头的工具变成了汽车。

“从早到晚都要砍木头，还得人工
背下山，一天赚个五六元钱。”说起爸爸
的事，江建峰感叹“太累太辛苦，我爸的
手都因为常年砍木头有点变形”。

1997年，开化在全国率先走上“生
态立县”之路，伐木自然也没了生计。

为了给儿子多赚点读书钱、老婆
本，江金云和老婆陆续去上海、杭州打

工，江金云去工地做木工，老婆去服装
厂钉扣子，那会，江建峰也才六七岁的
样子，“出去打工比在村里砍木头要赚
钱，一年起码能有三四千元”。

2007年，江建峰的妈妈在县农办领
导一句玩笑话的鼓励下开起了农家乐，

“当时村里大力鼓励搞旅游、开农家乐，
那领导就和我妈说，干农活这么辛苦一
天赚几十，还不如开个店，再说我家房
子位置这么好”。那会，江建峰家靠这
些年出门在外打工赚的钱已经造起一
栋三层半的小楼房，“花 5.5万元买的地
基，大概80来个平方米样子”，房子靠着
马金溪，风景独好。

当时，齐溪村早已着手开发建设
“市级农家乐示范村”，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停车场、村庄整治等工程顺利完成，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一张八仙桌，一个算盘，原本打算
给江建峰做婚房的小楼房开始做起了
农家乐生意。

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如预想那么好，
有时候一天也才盼来一桌子客人，得亏
江建峰妈妈手艺好，还是会有些朋友来
照顾生意的，“说实话，我妈那些年挺不
容易的，一直坚持，也算是把这个店给
开下来了”。

他们家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清水鱼，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美食。养殖方式较
为特别，要求水清水活，养出来的鱼自
然鲜美。

随着这道美食名声在外，当地养清
水鱼的人也越来越多，江金云也跟着后
知后觉地养起了清水鱼。那会，村民们
养鱼的积极性很高，似乎找到了致富的
门路，逐渐尝到养鱼的甜头。

“那会，我爸养鱼主要是为了给自
家农家乐供应，想着让客人可以吃到新
鲜有保障的清水鱼。”

很多游客路过齐溪村，看到美丽的
风景，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钓鱼、吃鱼。

到了 2013年，齐溪村已有 16户(村
总户数的五分之二）养殖清水鱼的农
户。然而，过于密集的网箱养鱼破坏了
河流水质，也影响了村庄环境。齐溪镇
着手拆除库区内两万多平方米的养鱼网
箱。江金云心中充满了不舍，但为了保
护一江清水，他主动拆除了自家网箱。

整治网箱养鱼，开化用“疏堵结合”
的方式：一方面把网箱养鱼的鱼卖出
去，另一方面帮助村民回归古法养殖清
水鱼，走上生态致富路。

所谓“古法养殖”，据史料记载，早
在明朝初期，开化何田村民利用当地优

越的生态环境，将房子沿溪而建，在房
子周围用石块砌成四方形的水塘，将溪
涧山泉引入塘中，而后投放草鱼、螺蛳
青等在塘中进行养殖。经过几百年的
传承，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古法养鱼。

江建峰说，自己也是在那会从外地
打工回家的，帮着爸妈一起看店守店。

“我们家的鱼是招牌菜，一种红烧，一种
清水，老客人就好这口。”

另外还有各种农家菜，白腊肉、瓦
罐鸡、炒笋干……都是客人的必点菜，
尤其是妈妈独门炒饭，炒糯米饭（和鸡
肉一起炒）特别好吃。“在我们这，哪家
店的菜都好吃，留得住客人的关键还是
老板人得实在。”

那几年，村支书特别重视旅游，带
着大家伙一起去湖南凤凰古城、丽水松
阳考察学习，时不时地还让大家学习茶
艺等培训课程。

机会好，江建峰家的客人也越来越
多，轮着翻桌，“一个包厢已经远远满足
不了”，他给自家农家乐又扩建了一栋
小木屋，离马金溪又近了点。在这里，
吃几口清水鱼，吹吹溪边小风，喝口龙
顶茶，别提多惬意了。

“这几年，村里召集我们学习些网
络上的经营方式，或是一些外地的农家
乐案例。”江建峰说，村里学习旅游服
务、旅游知识的氛围还是很浓，“平时生
意太忙，学习的档期都有点不够用了”。

从一开始一年赚个十来万元，到现
在近百万元，江建峰一家全上阵，爸爸
养鱼种菜，妈妈烧菜，老婆做接待，自己
打杂，小店开得有声有色。

“共同富裕，就是应该大家都有钱
赚。”江建峰说，经过几年发展，“湖边渔
味馆”已小有名气，节假日期间更是一
席难求，他也会分享自己的这些客户
群，帮周边农户一起做生意。比如帮村
里养蜂人卖了一百多斤蜂蜜，给邻居酿
酒老板卖卖粮食烧、高粱酒。

“我们村的自然风光真的很好，一
年里基本没有淡季，我们也希望村里人
都富起来，你卖土特产，我来做鱼，把一
个村子的旅游链给做起来。”江建峰说，
这些年，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慢慢
地想着要回来，毕竟“落叶归根”，大家
想回乡一起好好吃口“生态饭”。

村子里自 2013年开始已陆续开了
20多家农家乐。现在，政策也越来越
好，鼓励大家提升民宿，往“金宿”“银
宿”上努力，可以补助好几十万元的。

“村里现在从事旅游行业有 120余
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均年收

入有5万元左右。”齐溪镇文旅办的程利
仙说，齐溪村现在共有 42家农家乐，其
中金宿 1家，银宿 1家。当然，作为一个
旅游村，除了农家乐，现在村民们也和
周围村子强强联合，干起了电商。

隔壁龙门村的余昌源就在齐溪村
开了个电商店。“他在齐溪镇 10个行政
村中的每个村选一个具备条件的村民
当淘帮手，主要负责快递配送，定时收
购农产品，成为小有知名度的乡贤。”程
利仙说，余昌源通过直播带货，使家乡
农产品代言之路越走越宽，红薯干、汽
糕干、土蜂蜜、野葛粉、捞汤菜、豆腐干
这些当地有特色的农副产品都“走”出
了大山。

12月20日，《都市快报》特刊8个版面重点聚焦开化打造“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山区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的探索历程。当天，橙柿、都市快报
官微、新浪头条、腾讯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同步发布相关电子书、H5，引起朋友圈广泛传播。即日起，本报将相关报道分期转载，以飨读者。

开化新设“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办公室

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

爸爸养鱼 妈妈烧菜 老婆接待 自己打杂

江建峰一家全上阵开农家乐年入百万

2006年8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在开化县金星村调研时，
寄予开化“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的殷殷嘱托。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阐
明了山区县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突
出了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共享
的共同富裕理念和实现机制。

开化县委书记夏盛民表示，要牢
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殷殷嘱
托，打造山区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

开化立足生态优势，深入实施
“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创新强县”发
展战略，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山区县共
同富裕和现代化路径。

开化遵循山区新型城镇化客观
规律，深入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
略，以集聚化手段推进集约化发展、
高质量发展，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独树一帜的山区县城镇化科学发
展之路。

县城建成区面积3.1平方公里扩
展到 15.21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从 3.9
万增长到 6万余人，县域医共体改革
获得2020年国务院督查激励，高分通
过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创建，荣获首
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

实践证明，要实现“人人有事做，
家家有收入”，必须走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