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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向清凯、苏杰、颜之宏、闫红心

“如果遇到事情不好处理，可以向上
级组织请示，千万不要拍脑袋做决定。”
5 月 21日，在厦门市同安区军营村的高
山党校，来自厦门市政集团的几十名党
员干部认真聆听党课。窗外，一边是郁郁
葱葱的茶园靓色，一边是错落有致的民
宿小景，宽敞整洁的村道和耸立的小楼
展示着村民生活的富足。

海拔 900 多米的军营村和与之毗邻
的白交祠村地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交
界处的高山上，是厦门市海拔最高、最为
偏远的村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山
高路远、交通不便，高山两村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与日新月异的经济特区格格
不入。

30 多年来，高山两村不仅走出一条
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脱贫路、生态脱贫
路，还成为了农村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
的样板。2016 年 4 月，厦门市委党校、同
安区委党校在高山两村设立教学点，为
两村的发展振兴带来了新的机遇。记者
近日实地探访特区高山上的党校和军营
村、白交祠村，试图解开这里的“发展密
码”。

高山制茶、特色民宿使两村

双翼齐飞

五月正逢铁观音的上市期，一来到
高山两村，阵阵茶香伴随着山间的泥土
芬芳，让到访者心旷神怡。

“我第一次上山就是参加高山党校
的培训活动，一上来就被这里的茶香吸
引了，高山党校的老师见我们对茶叶比
较有兴趣，就建议我们利用自身的旅游
市场资源，来帮忙对接茶叶的销路。”在
军营村，记者偶遇往届高山党校学员、厦
门旅游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松。此番上山，
他带着新的项目策划书来找村里商洽，
“今年的茶叶除了供给大众市场外，我们
还在谋划高端市场的产品，这么优质的
原产地资源不能浪费。”

李松告诉记者，2019 年厦门市旅游
集团与军营村签订了茶叶“包销协议”，
到了年底，军营村 1000 多位村民人均获
得了 200 元的现金分红。

“起初上山摸底农户的生产情况时，
一些村民还不太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我
们是要上山来‘抢生意’的。”回忆起两年
前上山调研的场景，李松仍记忆犹新。也
是在彼时，高山党校一方面协调村两委
向农户解释，另一方面也给李松的团队
吃下“定心丸”。

除引进外部资源外，军营村、白交祠
村还通过创新品牌，提升高山制茶业的
自我造血能力。“我们现在一年的交易额
可以做到 5800 万元。”高山上的恒利茶
厂负责人高树足告诉记者，两村的高山
铁观音在闽南地区深受茶客喜爱，“我们
不但原茶来自高山两村，制茶工人也是
两村村民。”

恒利茶厂出产的铁观音，超过七成销
往日本等海外国家。得益于土壤、品种的
先天优势，再加上高海拔的气候、温差等
后天优势，高山两村出产的浓香型铁观音
成为了高山茶里的“拳头产品”。

高山上的制茶产业发展也并非一帆
风顺。2010 年前后，闽南地区群众喝茶
口味发生了改变，铁观音的不少市场份
额被其他茶叶所替代，高树足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大家喝茶口味变重了，当时村民们
的心情也跟着沉重了。”为了缓解这一窘
境，恒利茶厂一边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另
一方面，根据茶客口味的变化，推出小火
烘焙的“炭焙雅毫”，再次赢回了闽南群
众的青睐。

同样，经过不懈努力，白交祠村的茶
产业也发展起来了，并给村民带来大笔
收入。

“以前白交祠村没有自己的茶叶加
工厂，村民采摘的茶青往往运到邻近的
安溪县大坪乡销售，被压价和拖欠货款
是常有的事。”白交祠村党支部副书记杨
财穆说，2012 年，村民杨泽青等 3人和
来自安溪县的茶商一起成立了瑞壶祥茶
叶合作社，通过收购茶青、加工包装，不
仅产生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还盘活了村
里的茶青市场。

“合作社成立前，村里茶青平均四五
毛钱一斤，合作社成立后，很快涨到了一
块钱一斤，以往挑三拣四的商贩，开始抢
着收。”杨泽青说，合作社目前每年能收
二三十万斤茶青，产出五六万斤成品茶，
纯利润在二三十万元。

“除了分红外，我还在厂里工作，每
个采茶季有几万元工资。”杨泽青说，春
茶季节，有时厂里要雇佣三四十名工人
才忙得过来。“工人平均一天 200 多块工
资，忙时每月收入有 6000 多块。”

2017 年 9 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中，外宾品尝了厦门本地出产的
小番茄后纷纷点赞。

他们品尝的小番茄是“越夏番茄”的
一种，来自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在军
营村的种植基地，这个种植基地，也是高
山党校学员培训的现场教学点。

如今在高山上的种植园，“越夏番
茄”又已爬满藤蔓，青色的果实沾满露
珠，等夏季一过，又将再次走上厦门百姓
的餐桌。

在同安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叶文彬
眼中，高山党校既是开展政治学习、培训
和强化初心使命的地方，也是帮助高山
两村巩固产业兴旺基础和提升村民生活
幸福感的资源对接平台。据统计，自
2016 年高山党校挂牌以来，已累计培训
学员 2 . 1 万人次，同时带动约 50 万人

次自费上山旅游观光。
名气大了、来的人多了，再加上高海

拔优势，高山两村旅游观光市场尤其是
夏季避暑休闲市场迅速打开，刺激了两
村民宿、农家乐等产业的发展，带动村民
快速致富。

2019 年 8 月，时值闽南地区盛夏酷
暑季节，记者到访高山两村。军营村一家
民宿的主人高水银骄傲地说：“我 3 天就
有 1 万多元的收入。”他经营的特色民宿
有 20 间客房和一家农家乐餐厅，旺季时
供不应求，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村里，
帮助打理生意。高山两村特色民宿主打
“清凉牌”和“茶香牌”，每年吸引厦门及
周边大量游客上山游玩甚至长住避暑。

目前，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正在消
退。在高山党校的资源对接下，“五一小长
假”高山两村民宿“一房难求”的情景再次
重现。随着盛夏季节的来临，高山两村的
“清凉民宿”又将迎来一个黄金收获期。

“山上戴帽，山下开发”换来

满目青翠

站在白交祠村村口望去，村主干道
两侧三层、四层的小楼林立，淡黄色的外
墙整齐美观。村头的三岔路口边，一块写
有“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石刻矗立，仿
佛在指引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这里发生的变化已经成为党校学
员的必修课。”白交祠村党支部书记杨明
福也是高山党校特聘教师，他指着不远
处的一个山头说，“以前这座山上田地荒
芜，杂草丛生，从这里看非常扎眼。”

杨明福所说的“荒山”正是如今村里
有名的“光明顶”景点，向山上走去，沿途
草木郁郁葱葱，路边的两排樱花树苍翠
欲滴，全然不见荒芜之景。

“樱花树是去年种下的，如今不仅是
山头绿化的一部分，开花时节更成为山上
的一景。”白交祠村党支部副书记杨财穆
说，近年来，村干部带领群众植树造林，茶
园内套种各类果树，对裸露山体进行综合
治理，昔日荒山旧貌换新颜。“我们不仅把
荒山绿化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空地
里，也种上了香樟、玉兰等树木。”

山头变绿了，村内的环境整治也没
有落下。从军营村高山党校的教室望向
村内，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房舍、广场、田
园分布两侧，美不胜收。这就是军营村的
母亲河九龙溪，如今徜徉溪边，听潺潺流
水，观秀美田园，已经成为村民和游客的
享受。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过去由于生猪
圈养和生活污水排放，九龙溪水体常年
发黑发臭，“垃圾遍地扔，处理靠水冲”。

“下游两侧种的是地瓜、蔬菜，每次
大水一来就被淹没，之后我们要花很长
时间到田里捡垃圾。”回忆起治理前的九
龙溪，军营村村民苏德水说，这是全村的
一块心病。

“从 2008 年开始，村里先后三次对
九龙溪进行整治改造。”军营村党支部书
记高泉伟介绍，原来一两尺宽的沟渠拓
宽到四五米，沿溪流铺设了平整的鹅卵
石步道，溪边一米多高的石砌护堤确保
洪水不再冲上岸来，下方的污水管道彻
底将生活污水与溪水分隔开。

在九龙溪边，一块“党员护溪岗”木
牌格外醒目，上面写着护溪员的名字。
“我们采用‘河长制’的方法加强管理，每
一段溪流都有责任人。”高泉伟说，在专
人管护之下，以往村民随意扔垃圾、排污
水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从没想过家门口能做生意！我家门
口正对着九龙溪，如果是以前，饭店肯定
开不起来。”临凤阁饭店的“ 80 后”老板
高树籽说，“现在游客茶余饭后常到溪边
散步，我的店铺位置成了不可多得的好
地方。”

“我以前也到过两村，但是每次感受
都不一样。”高山党校学员、厦门市政集
团员工胡彦田表示，对近年来两村生态
保护带来的变化印象深刻，当地守护绿
水青山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让自己很受触
动。“高山两村对‘山上戴帽，山下开发’
的生动实践，这本身就是一堂很好的党
性教育课。”

山复绿，水复清，高山两村的环境整
治工作不止于此，从旱厕整治到垃圾分
类，围绕“生态宜居”，两村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经过常抓不懈的努力，如今的高山
两村，早已绿树环绕，鸟语花香。

“别让高书记的大喇叭再响

起来啦”

“过去村子里的大喇叭只要一响，村
民们就知道‘高书记要训人了’。”叶文彬
指着村里的大喇叭给党校学员们讲起了
“乡风文明”的小故事，而他口中的“高书
记”，就是曾担任军营村 28 年党支部书
记的高求来……

“今天这 70 块钱你必须赔给我！不
然你别想离开我们这个村子！”一名村妇
坐在军营村村内小道上的公交车前，身
边还有一只刚死去不久的鸭子。原来，就
在这辆从山下来的公交车经过此处时，
这名村妇家养的鸭子突然横穿道路，而
后被车轮碾压。随后，车主不得不掏出
70 元钱，赔偿了事。

上述这一幕真实地发生在三年前，
彼时的军营村已经小有名气，每年慕名
上山的游客不在少数，这件事发生以后，
也让高求来的心里一直纠结着。

“文明乡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作为军营村的老书记和老人协会负责
人，高求来深知，如果不把乡风治理好，
类似的闹剧还会反复上演，久而久之也
就没人愿意再上山来旅游度假了。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老书记自然也
有老书记的办法。“×××，你家的鸭子为什
么会被车轧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讲了

快十年的鸡鸭要圈养，你就是不听，鸭子
死了只能怪你自己！”军营村的大喇叭响
了起来，高求来的声音回荡在山间野地，
全村一千多人全都知道了这家的糗事。

后来，这户人家悄悄找到了驱车上
山的那一家子游客，不仅退回了“赔款”，
还按照村规民约的有关规定，给村里缴
纳了“罚款”。

事实上，老书记的“批人”大广播已
经响了几十年，谁家不遵守村规民约乱
倒垃圾，谁家无事生非去别人家闹事，谁
家拽着游客兜售农产品，只要是村里的
不文明现象，高求来都会借特有的方式
来教育村民。

近年来，高书记的大喇叭响的次数
越来越少。“别让高书记的大喇叭再响起
来啦”成为了村民间化解纠纷、劝阻不文
明行为的口头禅，也正是在这种乡风教
化下，军营村村民的境界与修养也赶上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搅黄了不少人
的喜事，也成了移风易俗的契机。“按照
我们过去的风俗，新婚家庭会‘大宴宾
客’三天，但今年大家都主动移风易俗，
为的就是响应婚事不大操大办和疫情防
控的号召。”高求来告诉记者，由于正月
外出打工的村民都返乡过年，所以往年
的正月也是婚事操办的高峰期。但在村
民大会和村两委的号召下，军营村和白
交祠村共有十余对新人主动取消或延后
了婚期。

在文明乡风的带动下，截至目前，军
营村、白交祠村尚未出现一例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乡骂没了，讨论多了

随着高山党校学员的到来，高山两
村也在学员与村民的交流中悄然发生着
变化。

“以前很多人到路上卖东西，其实路
边广场上有固定的摊位，部分人为了接
近游客就是不愿从路上下来，不仅堵塞
交通，给游客印象也很差，疫情后还是要
提防这种现象。”5 月 20日，军营村的老
人协会会议上，杨春花老人直言。

“老人协会现在是乡村治理的得力
帮手。”军营村老书记高求来如今是村老
人协会会长，在他的带领下，从环境卫生
治理到邻里矛盾化解，老人们为改善村
容村貌、树立文明新风付出了很多。

“以前我们自己做过卫生，现在主要
负责监督垃圾分类、解决村内矛盾问
题。”老人协会会员苏德水说，以前的军
营村邻里纠纷并不少，乡骂事件时有发
生。现在大家发现问题就拿到会上讨论，
这些不文明现象基本绝迹。“感受基层乡
风民风、观察基层治理实效是党校的重
要课程。”叶文彬以买山货举例说，最早
的时候有村民会强买强卖，而学员们则
以礼相待，很快大家发现这些问题不见
了，其背后有老人协会的工作，也有学员
的影响。

山村虽小，工作却也涉及到方方面
面，村内有家长里短的小矛盾，也有关乎
到征地、拆迁等问题的大矛盾。在九龙溪
治理中，1100 多米的溪流拓宽改造工

程，就涉及到 80 多户村民的土地。
“有些村民沿溪地宽一些，也就征得

多一些，地窄一些的就相应征得少一些，
心里不平衡肯定是存在的。”苏德水说，
对于村民的疑虑，村里充分理解和尊重，
村干部和老人协会挨家挨户做工作，说
通一户就施工一段，最后花了一年多时
间，终于将工程贯通。“有一户村民早前
因违建牛蛙池被拆，对村里有意见，故意
拖着不签字，村里也没有强制施工，后来
他看到别人家都施工完成了，也就很不
好意思地同意了。”

“土地是农民立身之本，征地是农村
的大事，但是在军营村，从来都不是问
题。”高泉伟说，2009 年以来，军营村征
地花费了 500 多万元，但是从未出现过
产生矛盾导致上访的情况。

“村里的事要在村里解决。”如何把矛
盾抓早抓小，消解在源头？杨明福颇有心
得。“我在村里当了 40 多年村医，对每家
每户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很多矛盾问题的
解决之道就在这里。”杨明福说，自己与许
多村民是好朋友，矛盾出现时，根源在哪
里、如何化解等很快就能摸清楚。

2019年 7月，白交祠村启动沿路村居
外立面改造工程，85户村民的楼房外墙要
粉刷一新，然而对于是贴瓷砖还是喷漆、
选用什么颜色等问题，村民们莫衷一是。

“在村民看来，房屋外墙其实就是
‘脸面’，如果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可
能会产生很大影响。”杨明福说，他找来
村内泥水工杨源派等好朋友，请他们“现
身说法”并“率先示范”。

“一般来说，贴瓷砖的外墙比较耐
用，但是工序繁杂，而且可能会漏水，喷
漆外墙耐用性差一些，但是施工快，不存
在漏水的情况。”杨源派说。

作为一名从事外墙粉刷 30 年的老
泥水工，杨源派的说法让村民们信服，最
终经过集体讨论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
大家同意采用喷漆的方式。

“去年 7 月，村里专门从镇上运来喷
漆样品，我们十多户村民代表现场挑选
材质、颜色，大家商量一致后才开始施
工。”杨源派说，包括自己在内的 10 多户
村民先进行房屋改造，之后其他村民跟
进，工程很快就完成了。

杨明福等多位受访干部表示，随着
党校学员的到来，交流中村民视野更开
阔、心态更包容，工作也比以往更容易推
进了。

“我们学习时住在村民家里，民宿老
板说，通过与党校学员交流，他能得到很
多信息，收获很大。”胡彦田说，村民的心
态让自己很惊讶，也更加理解为何这里
邻里和睦、民风淳朴了。

有问题到老人协会拿到台面上说，
有事情泡一壶热茶商量着来。从乡骂到
讨论，从家长里短的锱铢必较到征地 80
多户也没有引发矛盾上访，高山两村的
变化是多年来乡村治理成效的集中
体现。

“大家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除政治学习外，高山党校还聘请了
一批致富带头人作为现场教学点的讲解

员，他们的一项重要“教学任务”，就是
将两村居民的“致富经”传授给前来学
习的学员们。

苏银坂就是现场教学讲解员的其
中一员。2016 年 7 月，为了赶上“村
淘”的大潮，在外打工的苏银坂回到家
乡军营村，借助当地的农产品资源开
办了厦门第一家“村淘店”。

“因为高山两村的交通不是特别
方便，所以一些村民愿意将自家出产
的农产品放到我这里销售，我也给他
们解决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苏银坂告诉记者，去年一年自己依靠
“村淘带货”获得 7 万余元的净利润，
今年他还计划赶一赶“直播带货”的大
潮，让更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高山
两村。

“销量真有这么多么？每天会有多
少观众看到我们的直播？什么样的直播
类型适合你们平台的观众？”谈话间，苏
银坂接到了某直播平台的洽谈电话，一
番追问透露出他对行业的理解和对高
山两村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从今年六月开始，我们每天至少
会有一班车往返山上山下替我们‘发
货’，这比过去一周一班要更便于我们
将最新鲜的农产品送到买家手中。”挂
断电话，苏银坂骄傲地表示，在高山党
校的协调下，公交公司与两村达成了
合作意向，负责将两村的农产品转运
至快递站点。

“有了互联网在前面开路，我相信
大家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的。”苏银
坂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旅游、民宿、餐饮
业。“我的饭店每年营收五六十万元，
食材都是自家产的，利润还算比较可
观。”在临凤阁饭店内，高树籽回顾起
自己的漂泊历程：早前一直在外经商，
做过装修、烟酒、茶叶生意，2013 年回
村办养殖场，2019 年开起饭店。如今，
借着高山两村发展的东风，他正计划
打造全链条旅游业。

“因为高山党校带来的集聚效应，
我们高山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
2019 年注册成立了一家旅游公司，村
里的部分由整个家族经营，大家有的
做养殖，有的做民宿，我主要经营饭
店。希望党校的学员们能将高山村的
好口碑带下山，吸引一批常住客人和
回头客。”高树籽说。

近年来高山两村的建设发展给了
高树籽们干事创业的充足底气。他从
店门口的九龙溪说起，“正是因为环境
好了，我们才能开店，生意起来了就需
要更多人手，大家都有事做、有钱赚，
这样邻里关系自然就好了，对游客会
更热情，游客也愿意来第二次、第三
次。”在高树籽看来，两村的发展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各方面工作相辅相成，
造就了今天的两村。

随着产业兴旺、经济繁荣，近年来
高山两村村民收入节节攀升，2019 年
两村村民人均收入均超过 3 . 2 万元，
是 1997 年的 10 多倍、1986 年的 100
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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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基
层党支部书记在位于莲花镇白
交祠村的“高山党校”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培训会。 （新华社资料片）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
营村村民高水银在自己开办的
农家乐准备游客的午餐。

（新华社资料片）

▲ 2019 年 9 月 20 日，厦
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

本报记者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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