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李家坑完成了旧村改造。在仔细
梳理了李家坑的生态优势和资源特色后，李
红伟和班子成员确定了开发乡村古村旅游这
项重点工作。

李红伟为此马不停蹄地奔波，欣喜地看
到一个个项目顺利推进着：旅游推介、资金引
入对接顺畅；中高端旅游民宿项目相继入驻；
智慧村庄、古村文化旅游、高山蔬菜基地等相
继开工。

“从头两届吊红节，我们免费招待，吸引
人气，到现在，游客不请自来，我们李家坑的
名气越来越大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李红伟艰辛付出的
同时，李家坑的美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来休闲旅游。

“阿拉红伟书记带着大家，让村里一年
四季都有看头：春天看樱花、夏季享清凉、
秋天摘吊红、冬天赏雪景。很多城里人来了
一趟又一趟，每次都有新收获。”村民们说
话时满是自豪。

靠山吃山，原来李家坑村民的主要收入

靠种花木茶叶。现在旅游开发了，大家坐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

上半年，四明山（杖锡）樱花节，作为章水
镇全域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环，李家坑村光
一个周末就接待了近3万游客，上个周末的吊
红节，村里也是游客爆满。

在这样的旅游旺季，村里80多岁的老婆
婆，在村口摆个摊，每天卖卖笋干、烤芋艿、茶
叶蛋这些农副产品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

“一年赚个上万块钱不成问题。”在村
口的廊桥，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摆摊卖
土特产，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做着生意，很
是惬意。

有的人家还开起了民宿、经营起了农家
乐，那一年收入就更是可观。2018年李家坑人
均收入已接近2万元，和2010年比翻了两番，
大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了！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由2010年的10万元增加到100多万
元，集体固定资产增加了1000余万元。

“现在，即使要我走，我也放不下了。”李
红伟说。

旅游开发让古村焕发了生机

2010年，李红伟受章水镇党委委派，到李
家坑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四明山区工作20年，又是村里土生土
长，李红伟对李家坑再熟悉不过。

去章水镇的山路十八弯，就算老司机开
车，也得花40分钟，老百姓卖个吊红柿子，还
得挑到丹山赤水。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房屋残
破，环境脏乱，年轻人基本都出外打工谋生，只
有老人们守着这个日渐凋零的家园，村民年人
均收入只有5000元，是个典型的后进村。

接过重担，李红伟心里沉甸甸的，村里都
是他熟悉的家人、长辈，责任重大。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没想到，在李家坑
一待这么长时间。只是单纯地认为，来了，那
就要让村里变得更好，让老百姓能够富起
来。”李红伟说，但是一切并不容易。

2012年，机会来了，李家坑村决定启动旧
村改造、新村建设，这是李家坑千载难逢的蜕
变机遇，李红伟知道，他必须帮助李家坑百姓
牢牢抓住。

规划是关键。未来的李家坑到底要变成
什么样子？这是摆在李红伟和村领导班子面
前的第一道难题。当然一拆了之，整村重建，

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但以后呢？
修旧如旧，保留李家坑400多年的历史风

貌，留住古村落的根和魂，以后靠李家坑本身
的资源来开发旅游，让村子和村民都富起来。
这是最后，大家达到的一致。为此，不惜将规
划一改再改。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都很庆幸，
当时的坚持和选择。”

规划后就是改造，改造意味着变化，意味
着有利益的得失，拆迁更是一场硬仗。

从那时起，李红伟便开始了日以继夜的
一线战斗，带领党员及村干部带头攻坚，放弃
节假日休息时间，挨家挨户做工作。

“13年14年15年，整整三年旧村改造工
作，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很辛苦。我的车
子，一年要跑30000多公里。”

那段时间，部分拆迁户家里李红伟跑了
不下10趟，一次次上门长谈，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有些村民长期外出，分散在杭州、上虞、
余姚等地工作，他和村干部都不辞辛苦挨个
上门做工作。

旧村改造后，村还是那个古村，但是更加
古色古香了，村子变干净了，也变漂亮了。

保留了400年古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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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章水镇李家坑村党支部书记李红伟

“变”中创新发展 以“不变”坚守传承

10 月 16 日，我们一路驱车来
到四明山深处，沿途空气清新，山
峦重叠。李家坑村的房前屋后，山
间路旁，红艳艳的柿子、吊红缀满
枝头，格外醒目，蓝天、白云、廊
桥、清涧，三五成群的游客，映衬
着这个白墙黑瓦的古村落，到处
宁静而有生气。

这已经是李红伟担任海曙
区章水镇李家坑村党支部书记
的第九个年头，当初行将凋零的
后进村，如今已经焕发出勃勃生
机，李红伟说，作为领头人，他最
欣慰的就是这个有着 400 多年历
史的古村落能保留下来，并且还
将走得更远。

算起来，从 1990 年到杖锡工
作开始，李红伟就没有离开四明
山，近 30 年，那蜿蜒数十公里的
山路他不知道来回了多少趟，山
路的尽头是他最熟悉的村庄。

□记者 戴晓燕 文/摄

这几年，李家坑发展了，也吸引了部分年
轻人回归，投资开发民宿农家乐，但守在村里
的仍然大多是老年人。

“阿拉红伟书记把老年人照顾得特别
好。”村里的老人们说起李红伟，一口一个“红
伟书记”，尤其亲切。

目前，李家坑在籍人口750余人，60岁以
上村民有260多人，90岁以上老人有20个，
最年长的一位老寿星105岁，如何让老人过
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一直记挂在李红伟的心
中。

旧村改造时，李家坑特地租用了村民的
闲置房，办起了老年乐园，今年，投资200万
元新建的老年乐园落成了。

“原来是完全免费，今年新的老年乐园落
成后，我们经过商量讨论，象征性地收费，吃
饭，一天5元钱，住宿，一天10元钱。村里70
岁以上老人如果需要，可以入住老年乐园，目
前，有20多位老人住在老年乐园里。”

村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们必
须每月回来陪长辈吃个饭，聊聊天。“村里就

在老年乐园免费请大家吃饭，子女们和老人
都很开心。”李红伟说。

李红伟还积极推进着村民的福利建设，
村里对村民日常生活的一些费用给予补助，
比如医保费、有线电视费、电费、老年津贴以
及大学奖励基金等。

如今的李家坑，已经挂上第三批中国传
统村落、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2017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
四块响当当的国家级金字招牌，可李红伟说，
离他理想中李家坑的模样，还有30%的差距。

“我希望李家坑在环境细节上有所提升、
村庄历史文化方面进一步挖掘、丰富，还希望
在文创方面能有所发展。”

明年，农旅结合，投资900万元的高山果
蔬农业园项目将建成，李家坑又将迎来新的
发展。

从“养在深山人不知”到如今成为乡村生
态休闲旅游的精品样板，李红伟的确带领李
家坑在“变与不变”中找到了平衡点，在“变”
中创新发展，以“不变”坚守传承。

这里老年人备感幸福

李红伟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