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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杖锡采访，满眼的绿，沿着盘
山公路开着车，都是一种享受。与
新农村改造造景的农村不一样，杖
锡拥有的是真正天然的青山绿水。

“我们2019年村集体的收入
也只有两三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
12000元左右，和其他地方比还是
很低的。”

“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我们还是在不断探索中。”

采访中，王继淼和鲁根水都
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因为地理位
置特殊，杖锡能够发展的产业非
常有限。

“樱花节热闹，但只赚了吆喝
声，真正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的收
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樱花园
规模全国最大，但没有真正地产生
经济效益。”

“我们的游客接待能力还非常
有限，除了村民零星的低档的农家
乐和民宿，就只有浴心谷。”

“杖锡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年
轻人基本都不会留在村里，我们都
已经五六十岁了，未来如果没有可
以吸引年轻人回归的产业发展起
来，杖锡想要长远发展也很困难。

在章水镇，大部分的高山村都
面临着和杖锡一样的发展困惑。
但好在，大家都在不断努力，对未
来充满了信心。

为破解“空心村”难题，章水采
用“内聚外迁”的方式，确定大皎、

赤水、李家坑、杖锡四个较大村为
内聚集中点，鼓励周围自然村村民
向这四个村聚集，对于留存价值较
低、交通不便、配套欠缺的高山村
（点），以整村拆迁方式，将村民统
一安置到镇上核心区域，村子退宅
还林。杖锡村就有50多户村民刚
刚被安置到了镇上。

对高山村原有的资源，尽量延
长产业链。比如杖锡的樱花，以前
都是花开花谢，化作春泥，但现在
每年有几十吨樱花被收购，制作成
干花和相关衍生品，未来，可能生
产开发出更多产品。

2018年，章水镇还成立了宁
波市首家乡村振兴公司，确立了

“抱团取暖、投资项目、保底收益、
利益共享”的运作原则，盘活乡村
闲置资源，帮助村民做大乡村产
业，一起发展致富。

畅想未来，鲁根水说：“我相
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对的，那就
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我设想的未来，我们整
个章水就是一个大的
森林公园，我们可以做
大做强休闲旅游产业，
发展高端康养、旅居产
业，这样，吸引年轻人
来投资发展，真正使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

记者 戴晓燕

从“卖花木”到“卖风景”
杖锡人说：“既然路是对的，那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位于四明山深处的海曙区杖锡村，从章水镇出发，还得沿着皎口水库、
周公宅水库，开30公里的盘山公路才能到达，这里被称为“宁波的西藏”，
不仅因为800米高的海拔，还有深藏四明山心的闭塞。

但是这里，却有着宁波四季最美的风光，春天的漫山樱花，夏天的清凉
溪水，秋天的满枝硕果，冬天的皑皑白雪。

从“卖花木”到“卖风景”，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杖锡人一直
在努力做着自己的探索，他们说：“既然路是对的，那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1996年之前，杖锡还是一个
乡，除了外出谋生，老百姓靠山吃
山，主要靠卖毛竹、茶叶增加一点
收入，但山高路远，卖什么都不容
易，村民年人均收入不到千元。

“那时候，我也是看奉化的亲
戚种花木不错，想想我们杖锡也
可以，就开始种植花木了，主要是
樱花和红枫。”8月12日，杖锡花
木专业合作社社长鲁根水回忆起
当年，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开始，销售也困难，我们
杖锡很适合种植花木，但太偏远
了。我没办法，去报纸登广告，结
果真的接到了一个2万棵樱花苗
的大订单。”销路从此打开，大家
发现种植花木的经济效益要好太
多了。很快，全乡发动种植花木，
鲁根水也成了当地最大的花木销
售商。

2004年，杖锡的年人均收入
达到3000元左右。

2006年，杖锡成立了花木专
业合作社，从最开始的20多户社
员开始到后来的200多户社员，
杖锡的花木种植产业迎来了最辉
煌的时刻。

“我们在全国最大的几个花
木交易市场设了5个摊位，也在
报纸、杂志上搞宣传，在市场最好
的五六年时间，我们杖锡的樱花
苗木全国有名，供不应求，九米六
的大挂车，每天三四十辆往全国
发货。”

“那时候，全国的花木市场，

一说樱花苗，首选的就是我们杖
锡，我们成了全国最大最集中的
樱花种植基地。”回忆当年的辉
煌，鲁根水骄傲地笑出了声。

“花木种植最鼎盛的时候，一
开始，很多人会在毛竹林、茶山种
樱花。后来我们规定，种植花木
可以，但是不能破坏原有的山
林。于是大家见缝插针，水稻田、
茶山空地，房前屋后，有个空地就
种上花木，漫山遍野的樱花就是
这样慢慢形成规模的。”杖锡村党
支部书记王继淼是土生土长的杖
锡人，1980年从部队退役后，就
一直在村里工作，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已经28年了，对杖锡的情况
最了解。

“2003年，杖锡撤乡，2004
年三村合并，成了现在的杖锡村，
7800亩山林，850亩水稻田，10
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现在户籍
人口也就1069人，常住的大概就
600人左右，真正的地广人稀。”

“2012年前后，一棵大规格
樱花苗可以卖到上万元，我们杖
锡依靠花木种植，一户人家一年
收入一二十万元也不算多，少一
点人家五万十万元，最少也能有
两三万元，花木合作社年销售额
最高时可以达到1300万元，老百
姓真正实现了发家致富。”

花木市场行情最好的几年，
杖锡花木专业合作社还吸引了奉
化、余姚等周边的种植户加入，风
光一时无二。

情况发生变化在 2014 年左
右，花木的市场行情急转直下，原
先能卖1万多元一棵的樱花苗，跌
到3000多元还乏人问津。

“在那之前，为了生态保护，我
们已经对种植规模进行了控制。”王
继淼说，因为花木种植，带土球销
售，会造成水土流失，会破坏生态环
境，因此规定坡度25度以上的坡地
不能种花木，杖锡开始退花还林。

杖锡地处四明山的核心位置，
处于国家级水库皎口水库和周公
宅水库的上游，是重要的水源保护
地，保护绿水青山是首要的。

利用原本花木种植留下的“家
底”，杖锡开始考虑转型，从“卖花
木”到“卖风景”。

“多年积累，杖锡的樱花种植面
积达到了1万亩，我们将其中的
6000亩打造成了观赏园，办起了樱
花节，打响了名气，也带动了乡村休
闲旅游和高山农特产的销售。”

为了延长樱花季，杖锡培育了
100多个品种的樱花群，将每年的
樱花花期从 15 天延长到 40 多
天。每年的樱花季，每天上千辆车
带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杖锡村。

近几年还开始种植高山杜鹃，
接档樱花，让整个春季都有花可看。

鲁根水说，这6年来，杖锡花木
专业合作社也一直在尝试转型，探

索一条更适合高山村的发展道路。
为了留住游客，2017年，由合

作社200多户社员“众筹”建成的
民宿——浴心谷度假村开门迎
客。8月12日记者去浴心谷采访
时，鲁根水正带人检修空调。他
说：“明天开始到周末，这边的房间
都订出去了。

酷暑天，坐在浴心谷溪边大树
下，却是凉风习习，看看溪水中石
斑鱼穿梭、大白鹅戏水，喝喝茶聊
聊天，好不惬意。沿着山路，一幢
幢小木屋藏在林间，别具一格。

度假村盘活了村里300亩土
地，除了民宿，其中的200亩配套
农业产业园，尝试在毛竹下种植食
用百合、树莓，放养土鸡，套种黄精
等中药材，积极发展林下经济。

浴心谷度假村至今已经投入
1000万元，有30个房间可供游客
住宿，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300多
万元。度假村的运营还为村里的闲
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在这里
工作的都是合作社的社员以及村里
的家庭妇女，一天工资150元。

春看花，夏避暑，秋摘果，冬看
雪，杖锡的一年四季不缺风景。鲁
根水说：“我们杖锡是真正有风景
的地方，到周边李家坑、茅镬、丹山
赤水都很方便，我对杖锡的青山绿
水是非常有信心的。”

今日杖锡。陈金辉 摄

依托绿水青山——
杖锡靠花木种植发家致富

保护绿水青山——
杖锡改“卖花木”为“卖风景”

投资绿水青山——
杖锡破解难题盘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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