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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问津的野樱花引来“爆炸式”客流大岭村：一路通到山顶

“直到有了路，龙泉山上的野樱花才吸引了这
么多人过来围观。以前大巴车根本进不来，现在
不仅停十几辆大巴没问题，我们还把原来的老村
委会改造成了游客服务中心。”谈起乡村的发展，
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吴义勋表示，交
通条件改善带来了重大机遇。

吴义勋是一名退役军人。2017年，37岁的他
选择放弃在上市公司的工作岗位，回到村里担任
党支部书记。谈起待遇的变化，他很淡然：“钱多
就多用点，钱少就少用点嘛。”

S259铜天线通车后，大岭村去往县城的时间
大大缩短了。同时，以农村公路为毛细血管的路
网全面铺开后，一条樱花大道直达龙泉山顶。吴
义勋认为，这就是大岭村发展的机遇。

“不抓住旅游的机遇进行产业转型是不行的，
要避免成为‘自然消亡村’，产业是关键。”吴义勋
告诉记者，他发现驾车到大岭村赏樱的游客，不仅

来自湘鄂赣等邻近省份与地市，还有来自广东、上
海、北京、山东等地的。这坚定了他的想法：“搞旅
游是肯定的”。

于是，吴义勋以旅游为核心，为乡村发展规划
出了发展蓝图，积极招引“新乡贤”。并且用好村
湾夜话、屋场会等方式，发动村民共同参与到乡村
振兴的事业中。

“乡村旅游，一定要全村村民参与，提高整体
素质，让村子里干净、整洁，让游客看着舒服。”在
大家共同的努力下，2019年，大岭村被评为湖北省
旅游名村，2020年被评为全国森林乡村。

“但樱花季太短，还要想办法扩大客源，延长
品类和周期。”吴义勋表示，“樱花季最多也就是一
个月，等山脚、山腰、山头这三个批次的樱花开完
了，也就结束了。”

怎么样从“赚一个月钱”发展到“赚一整年钱”？
从2018年起，大岭村村民们建起了不同品种

的水果基地，养土鸡、土猪，坚持不打农药使用家
肥，现在都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引进专家发展
民宿，目前已有3000多平米60余间客房。

“今年，我们与武汉多所高校合作推出了乡村
特色研学游项目。”吴义勋介绍，竹艺工坊、草木染
工坊、农耕文化体验园区，都为大岭村开辟了樱花
季之外的新赛道。此外，供户外娱乐的云上林宿
营地也即将开业。

机遇仍然在路上，路网的建设也一直没有停
下。吴义勋表示，大岭村本身在铜钟乡，同时与港
口、金塘、青山三个乡镇相邻，但由于龙泉山的阻隔，
此前一直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沟通其他乡镇。如
今，大岭村与青山镇东流村相连的通道已经被打通。

“如果和青山的大泉洞这些景区连起来，那么
人流量还有机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民宿地理位
置很有优势，也可以继续吸引这一方面的投资。”
谈起未来的发展，吴义勋信心满满。

导 读

村党组织书记是乡村振兴“带头人”，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推进质量和效果。
9月20日，记者沿S259铜天线一路向南探访沿线乡村，采访了三位村党支部书记。他们都放弃了外地发展机会，回到家乡带领村民一同致富。
巧合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是在S259通车后的一两年间，做出了“回村当书记”的决定。这一曾经的交通扶贫重点项目，如今已成功帮助沿线脱贫村民走

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东流村如今大变样。咸宁日报记者 陈红菊 摄

赏花公路直达山顶。陶然 摄

东流村积极开辟新产业模式。 陶然 摄

研学团队来到大岭村。 陶然 摄

东流村一景。咸宁日报记者 陈红菊 摄

黄理云承包的土地里种的生姜即将上市。通讯员 应晨壮 摄

崇山隽水 通向幸福

S259通车后，他们回乡成为“领头雁”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记者 黄铮 通讯员 汪敏 曾波 沈亮

能人返乡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东流村：交通条件改善

走进青山镇东流村，路旁的停车区十分宽阔，
旅游厕所干净便捷。停车场边，运动场和供人休
憩的凉亭应有尽有，设施齐备。

“我们东流村一边是官财山，一边是白崖山，
另一边还紧挨着青山水库，而且自带流量的大泉
洞就在路边。这样的资源在整个崇阳县来说都是
很宝贵的。”崇阳县青山镇东流村党支部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王再军告诉记者。

但在S259铜天线通车之前，这样的生态资源
牢牢地限制了东流村的发展，当地村民多半外出
谋生，出行要翻山、坐船。哪怕是紧挨着青山水
库，村里的农户也很难通过打鱼或务农赚到钱。

农产品出不去，土特产卖不掉，“酒香也怕巷
子深”。

“说实话，在通路之前，我自己在外面打拼，一

年到头可能也不会回来几次。”2017年，S259铜天
线已经建成通车，在外经商的王再军回到了库区
的这个小山村里，开始担任党支部书记。

路修好了，许多在外发展得不错的“乡贤”，逢
年过节也经常回到老家，感受家乡的乡情。

王再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变化，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用好村湾夜话、堂屋夜话等方式，
积极发动大家为村里做贡献。

“大家都是很有家乡情怀的，对乡村建设进行
了大力的支持。我们的乡贤不仅提供了资金的支
持，还提供了指导和建议。有的乡贤还把党组织
关系迁回来了，积极参与组织生活。”

王再军表示，党建引领发挥作用，也和交通条
件的改善密不可分。他说：“以前，大家都根本出
不去，没有学习的条件。现在可以有组织地把村

里的人带出去，找差距、学思路。”
于是，几年间，东流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美丽

乡村的规划蓝图。
围绕一个溶洞（大泉洞）、一座山（白崖山）、一

处平湖（青山水库），争取让游客可以持续赏花、探
洞、游湖、吃鱼，深度体验东流村的风土人情。

王再军表示，这几年，公交车一路开进了村子
里，公路两旁新增了不少停车区。公路部门的这
一举措给东流村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

“在旅游旺季，登山赏樱的游客，有来自武汉、
江西和湖南的，人非常多。找一个车位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整体规划，想多准备一些车位和
设施。客人既然来了，要争取把他们留下来。”

如今，东流村的招牌景点大泉洞也即将迎来
提档升级，谈到未来的发展，王再军信心满满。

外出务工村民如今回家致富义源村：农特产出得去

2018年10月，1990年出生的张阳志放弃了在
崇阳县畜牧局的工作岗位，回到了家乡高枧乡义
源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截至目前，他仍
是高枧乡唯一一个90后的村党支部书记。

“一方面，还是有一些乡土情怀。另外，我觉
得‘要想富，先修路’。这条路通了之后，还是很有
机会做出一番事业的。”说起为何决定回到村里发
展，张阳志眼中闪着光。

曾经交通不便，村民们很难出去见世面，思想
上难以转变。山就是山，林就是林。绿水青山虽
然一直在，但金山银山不会自己变出来。

“我们村这座黄袍山，虽然很多地方都是光秃
秃的石头，但土却是肥沃的黑土。一般可能长不
出什么东西，但凡是能长出来的，那都不是一般的
东西。”

于是，回到家乡的张阳志首先带着村民们建
起了中药材种植基地。曾经在农业系统的工作经
历也对他起到了帮助，先后邀请多个客商回乡考
察，终于建起了合作社，种植黄精。

同时，通过发动黄永高等党员带头人，让村民

实际尝到了发展带来的“甜头”，2019年2月种下
的第一批黄精，在2020年下半年刚刚上市就销售
一空。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中药材种植
的特色产业队伍中。黄精种植从最开始的 10
余人，100 多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 30 多户，
600多亩。

如今，除黄精外，义源村还科学搭配不同生长
周期的经济作物，如生姜、碧根果、油茶等。不断
丰富村里的产业。

“说实话，不是这条路修通了，这些老板也不
会来考察。原来2个多小时的路程，现在40分钟
左右。”张阳志表示，信息的交流与货物的运输两
者缺一不可，而交通条件的改善让义源村抓住了
互联网的风口。

由于义源村的货物基数足够大，快递公司主
动找到了村里，要增设快递寄送点。与此同时，农
村公交进了村，客货邮联运的模式不仅带来了游
客，还促进了货物的进出。

公路服务的提质升级，为返乡创业的义源人

提供了最基本的营商环境。现在，义源村的豆豉、
干菜、米折等土特产，都通过直播和电商走出了大
山，销往远方。

义源村7组村民黄理云今年51岁，曾经在浙江
温州打工的她，如今是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她告诉记者，在张阳志的带动下，自己也搞起
了中药材种植，收入很可观。客流量增加带来的
收入比在外打工还要高不少。

现在，她建起了直播频道，帮村民“带货”，还
开起了公司，注册了商标，越来越正规。今年上半
年新种植的生姜，预计年底之前就可上市。说起
返乡创业的经历，黄理云表示：“只要人勤快，回家
发展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张阳志介绍，像黄理云一样回到村里发展的
人，这些年增加了不少。

“我们义源村7个村民小组，635户，2653人，
原来有1400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大概只有900多
人（外出）。很多人回到村子里，就近找事情做。”
张阳志表示，未来还将持续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
为大家发现更多的致富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