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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丹山赤水的美名，再加上吊红满山著文章，
这个古老的村落，吸引着更多向往田园之乐的人前来
体验古村意蕴。

目前，村里经营的农家乐饭店有26家，民宿有14
家，生意都很好。“小一点规模的农家乐饭店，一年有
10多万元的营业额，大的农家乐饭店能达到50万元一
年。民宿每家一年平均收入也能达到7万~10万元。”
当了18年村委书记的沈炳荣说，“十一”期间柿林村共
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和往年差不多。

“别看大家现在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刚开始搞
旅游的时候很多村民并不同意。”沈炳荣回忆说，他一
次又一次的给村民们做工作，“那段时间苦啊，不光要
磨破嘴皮子，一年时间牛皮鞋都跑破了两双。”

以前，茶叶和柿子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人
均年收入3000元不到。开发旅游业后，村子逐渐富起
来，人均年收入有25000多元，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
生活水平。

“2015年柿林村被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 沈
炳荣自豪地说，目前古村落、自然山水风光和道教文
化成为景区三大主要特色，在二级开发以后，第九洞
天大穿越、漂流、小木屋民宿等也受到了旅游者的欢
迎。现今，柿林村一年毛收入已达到1600万元。

在离开柿林村的时候，我们又在村口站了一会
儿。只见浮云卷苍山，一阵秋风起，吊红万千悬，而
秋怀在此刻也彻底清澄，“唤起心中明月，照我满怀冰
雪，浩荡百川流。”

开了农家乐，他家年收入翻了50倍

“十一”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

2002年以后，村子逐渐开发成了旅游景区，随着来
这里感受乡风民俗的人越来越多，部分村民敏锐地发现
了商机，纷纷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

在村民沈女士的指引下，我们首先来到了遥望客
栈。客栈由一幢两层的旧式小楼改建而成。一进门，院
中玻璃顶的设计很特别，院子的墙不高，是石头砌成
的，上面摆放着各种绿植。慵懒的午后，坐在这小院中
喝茶聊天，有阳光的日子里可以享受暖阳，下雨天可以
静听雨声滴答。

沈娟珍是这里的村民，也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她热
情地带我们参观了房间，内部装修以原木为基调，一卫
两床，设施齐全，干净整洁。

“这是我们去年刚装修好的，总共有6个房间，十一
期间每天都住满的。” 沈娟珍高兴地说道。

沈娟珍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以前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一年收入两万多元，过得比
较辛苦。现在她边打工边打理民宿，一年的收入近10万
元，不仅供女儿上了大学，生活也宽裕了很多。

11点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家农家乐准备吃饭。不
一会儿，萝卜烧肉、竹笋烧肉、炒鸡蛋、白斩鸡就端上
了桌，光是闻着都有种烟火人间的香味，其中竹笋、萝
卜、鸡蛋等食材都就地取材，土鸡肉吃起来，肉质鲜美
而有嚼劲。

饭店老板沈兴隆原先是木匠，在2002年时瞄准机遇
转行开起了农家乐，将自家屋子打造成“兴隆饭店”，他
也是村里最早一批开农家饭店的农户。

“以前我除了做木匠活，在家还种一些茶叶和柿子，
一年收入最多就4000元左右。后来办了农家乐了，一年

有20万元左右的收入。”沈兴隆说，另外种植花卉的收
入，一年也有四五万元。

“我们家也开了民宿，主要是我女儿设计的。”吃完
饭后，沈兴隆带着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民宿，相对而言，
他家的民宿充满了文艺与闲适。民宿的各个角落都是精
心装点的痕迹，书架上摆放的书、墙上的手工绣画、布
艺沙发、摆放的各种绿植，还有墙上的照片，无不彰显
着主人的品味。

农家乐成了村民的摇钱树。

红彤彤的柿子令人垂涎欲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