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月 中 旬 ，“ 春 韵 · 七 彩 白
鹿 ” 鹿 亭 健 行 大 会 在 白 鹿 村 举
行，这是今年宁波市美丽乡村全民
健身系列活动的一站。500 多名户
外运动爱好者沿着田间小道，体味
山区乡村最原始的味道，领略四明
山春天独特的自然之美。

8 公里的行程中，户外运动爱
好者穿过白鹿的多彩梯田，领略油
菜花、樱花、红枫交织成的美景；
顺着健身游步道，感受竹林深处突
然“冒出”的瀑布带来的惊喜。最
后，登临狮峰观景台，远眺云海，
四明美景尽收眼底。

健身游步道和最高处 13.5米的
狮峰观景台，是白鹿村最吸引人的
两个景观，也是当地村民的骄傲。

然而在十几年前，白鹿村隐在
深山无人识。这和它所处的地理
位置不无关系。白鹿村虽是鹿亭
乡的一个建制村，却与大岚镇相
邻，距离鹿亭乡政府有 12 公里的
路程。可以说，在鹿亭乡下辖的
12个建制村中，白鹿曾是个“冷落
村”。

2008年，陈立忠当选村委会主
任。“村庄的出路在哪里？”成为萦
绕在他脑海中的一个问号。经过一
番深思熟虑，他把目标定位在旅游
开发。当时，村委会一些干部对此
不认同，认为这一理念太超前。陈
立忠顶住压力，制定村庄发展规
划。第二年，他又决定筹集资金建
设健身游步道。为了节省开支，陈
立忠自己设计、做预算、丈量土
地。2010 年，投资 56 万元，长 1.5
公里的健身游步道完工，设有廊亭
和观景台，这在当时的四明山区并
不多见。

为了把溪坑、瀑布等散落的景
观串联起来，2012年，健身游步道
二期工程又开始上马。如今，绵延
5 公里的白鹿健身游步道起点位于
白鹿大溪，沿溪流蜿蜒而上，共分
为 5 个层次，拾级而上，一层一

景。越往高处走，色彩越丰富，风
景更壮丽。

两年前，在市级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投资 220 多万元的观景台改
造一新，获得了“四明山最美观景
台”的美誉。从观景台上远眺，八
百里四明山逶迤延绵，“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油然而
生。

“华东十大最美赏花圣地”“华
东最佳旅游自驾营地”，去年，白
鹿村把这些荣誉收入囊中。

未雨绸缪，让白鹿村抢占了发
展乡村休闲观光旅游的先机。鹿亭
乡党委副书记黄佰忠告诉记者，围
绕“一村一小品”目标，鹿亭正在
形成一个以精品村为支点、景观带
为轴线，串点成线、连线成片的美
丽乡村景观带。白鹿村作为“后起
之秀”，已逐步成为美丽乡村景观

带中的一个亮点。
去年 7 月，龚云常担任白鹿村

党总支书记。他着手谋划“运动休
闲+农业观光”相结合的旅游开发
路子，计划在连片集中的上千亩梯
田间开辟观光道路，建设摄影亭
等，把村庄打造成为集农业观光、
休闲养生、居家养老、运动健身、
摄影创意于一体的山区特色旅游
村。

龚云常告诉记者，白鹿正好处
于中村和大岚镇的中间位置。因此
要千方百计利用好两地的旅游溢出
效应，做好留客文章，改变目前只
赚人气难赚钱的现状，为村民带来
更多的收益。

去年 5 月 1 日，村委会主任陈
鲍定改建自家房屋，开办起白云农
居。夫妻俩苦心经营，民宿逐渐有
了起色。节假日和高温季节，11间
客房早早被预订一空。陈鲍定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示范，带动更多的
村民开发民宿产业。

目前，白鹿村共有民宿两家，
共计客房24间。农家乐已有7家。

超前谋划，“冷落村”成旅游“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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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出发，经海
曙洞桥、章水，汽车在
盘山公路上行驶一个多
小时后，便进入四明山
腹地一个有着诗意般名
字的村庄——余姚鹿亭
乡白鹿村。

暮春时节，镶嵌在
高山台地间的村庄山环
水绕，竹林、梯田、茶
园，勾勒出水墨画般的
景致，令人心旷神怡。

白鹿村一带是红色
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年
代，革命先辈在这里开
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近年来，白鹿村抓
住美丽乡村建设的契
机，艰苦创业，通过中
心村培育、村庄整治提
升和四明山区域生态发
展，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昔日偏僻的山村，
吸引了来自上海、宁波
等地的大量游客，成为
华东地区赏花观日出的
又一热门地。

除了原生态的旖旎风光，白鹿
村这几年美丽乡村建设有目共睹，
已成为一个宜居的生态新农村。目
前，村里实现了水清、路平、灯
明，新建了老年活动室、休闲健身
设施、公园式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日趋完善。

这一切，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结
对帮扶单位的大力扶持，也是白鹿
村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持续推进
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变化。

陈立忠记得，十年前，白鹿村
村委会还在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房子
里办公。他力排众议，改建废弃的
村小学，成为村委会大楼。同时拆
除小学前面的老中学校舍，建成了
村广场，打响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
一炮。之后，村老年活动室、村级
卫生服务所相继落成投入使用。

2012 年，中共宁波市委统战
部、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共同

启动了建设“美丽乡村·鹿亭同心
实践基地”工作。九三学社宁波市
委积极参与实践基地的建设，投入
人力、物力，帮助白鹿村制订村庄
规划。

为做好规划设计方案，九三学
社组织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多次实地调
研，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掌
握具体情况，经过专家团队反复修
改，终于完成了 《白鹿村美丽乡村
规划》。规划方案充分考虑村民的
实际需求，既能切实改变村庄的面
貌，又不用大拆大建，“花小钱办
大事”。

最近 3 年，白鹿村抓住政策机
遇，以精品村建设为目标，共计投

入项目资金1800余万元，提升村庄
形象。

投入 500 余万元完成了中心村
改造和村庄整治提升两大工程项
目，实施了部分危旧房拆建和以中
心村为主的外立面改造，建造起集
休闲健身、停车于一体的公园式场
地四个，消除了众多安全隐患，人
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投入 600 余万元，对农民饮用
水设施进行全面改造，既改善了村
民用水质量，又保证了常年供水正
常。

鹿亭乡也在包括白鹿村在内的
3 个村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三年投入5600多万元，完成荷
梁线沿线景观提升、管线改造、旅

游公厕新建等28项工程。
本月 3 日一大早，白鹿村村民

陈老伯在村口等候公交车，准备去
宁波市区看望儿子一家。他说，以
前从村里到宁波一天只有一班车。
现在乡村通了公交，虽然要转车，
但班次多了，外出走走方便多了。

在龚云常的计划中，近期还要
尽快实施排污纳管、村垃圾中转站
扩建等工程。同时启动新村、下
姚、陈岩 3 个自然村的美丽宜居村
庄建设，通过危房改造、环境整
治、村庄绿化，让 3 个自然村跟上
新农村建设步伐。“个别自然村缺
少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建设相对
缓慢，与整个村庄发展不太协调。
这是今后村班子工作的着力点。”
他表示，要结合本村实际，用民居
民宿的概念改造农村，挖掘文化资
源，让白鹿这个鹿亭的“南大门”
更加靓丽多彩。

合力共建，“南大门”展露新颜

鹿亭境内溪流密布，晓鹿大
溪、白鹿大溪 85%的水量汇入皎口
水库，作为一级水源保护地，生态
红线一类区、二类区覆盖了全乡所
有区域。

鹿亭乡党委书记陈晓珍说，环
保制约是当前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问
题，势必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白 鹿 村 处 于 二 级 水 源 保 护
区。去年，村里关闭并拆除了一些
小规模的养殖场。村干部说，生态
公益林补偿费每年会下发到村民手
中，但村民不能只靠这笔钱过日
子。

近年来，白鹿村利用独特的高
山气候，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种植

高山西瓜、高山蔬菜和油菜，形成
了多个特色基地。油菜既可观赏，
又能为村民带来收益。村委会鼓励
村民大力种植油菜，补助标准从去
年的每亩 500 元提高到今年的 800
元。

眼下，正是高山西瓜育苗时
节。本月底，西瓜苗就可以从大棚
移栽到山地。村民马苏堂告诉记者，
油菜收割后，马上可以种植西瓜。他
种高山西瓜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亩
收入在万元以上。随着旅游的带动，

这里的高山西瓜已从过去的出门找
市场变成了贩销户上门收购，鹿亭
高山西瓜供不应求。目前，全村高
山西瓜种植面积有五六百亩。

在一处山岗上，年过七旬的龚
松年引种了铁皮石斛和三叶青。在
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舒巧云的指导
下，铁皮石斛和三叶青长势良好。
舒巧云说，三叶青今年第一年试
种。如果成功，很有推广意义。

上马岗一带有1300亩梯田，是
白鹿村内土质最肥沃的地方。望着

眼前层层梯田，龚云常胸有成竹：
要用生态休闲的理念经营农业，以
观光旅游为主线，打造农业精品
园，推动生态农业基地的快速发
展，使产业与村庄形成良性互动。
他介绍说，白鹿千亩农业观光精品
园建设一期需投入 300 万元，完成
基础设施建设。在周边种植蓝莓、
桃子等作物，同时利用山塘水库众
多的优势，发展垂钓产业。

产业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才。这也是白鹿村目前急需的资源。
龚书记说，全村2000多人口，三分之
二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60多
岁的老年人。“如何让外出的年轻人
回归创业，成为当务之急。”他说。

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富民渠道

白鹿村地处海拔 500 余米高山上，属于四明山中心区
域，距乡政府 12 公里、余姚城区 50 公里、宁波市区 60 公
里，东与海曙交界，南与大岚镇接壤。由原陈岩、梁湖、新
村、下姚、叶家祥、赤石、高岩头七个自然村合并，全村现
有住户880户，总人口为2305人，村区面积10.4平方公里，
实有耕地面积1376亩，林地9600余亩。村党总支现有党员
113 名，下设三个党支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约 20 万元。
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1.91万元。

近年来，白鹿村先后获得宁波市卫生村、宁波市社区示
范村、余姚市文明村、余姚市村庄整治先进村等多项荣誉。

（孙吉晶）

本报记者 孙吉晶 黄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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