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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借钱开办农家乐
到年入30万元

张在俊今年62岁了，但对他来说，
直起腰板来也就是近六年的事。

花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说起话
来露出雪白的牙齿，老伴在灶台上炒
鸡，他熟练地打着下手，一会儿添柴，一
会儿加水。

老两口一共有2亩多地，山区只能
靠天吃饭，一年下来只有3000多元的收
入。前几年老伴身体不好，欠了不少外
债，因此张在俊家成了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靠人帮扶过日子，作为一个沂蒙汉
子来说总觉得腰板挺不起来，张在俊总
想琢磨点事情做。

2012年，沂水县确定了“发展全域
旅游，建设全景沂水”的工作思路，把院
东头镇作为全域旅游的示范点进行重
点打造，桃棵子村深入挖掘“一位好红
嫂、一名好战士、一个好故事”的精神内
涵，开始发展红色旅游。

人来旅游总得吃饭吧，就在当年，
张在俊产生了做农家乐的想法。老伴得
知后极力反对，“村子这么偏僻，谁会来
旅游？没人来旅游，更不会有人来吃
饭。”秋收，他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喊回来
说了自己的想法，一开始儿子并不同
意，但耐不住老爹的劝导，“给人打工一
辈子也没啥大出息，不如自己当老板。”

做农家乐不是简单地只到屋里吃个
饭，还得有个地方活动。张在俊家的旁边

是一条大沟，爷俩儿用了一个冬天的时
间，运了150车石头才把大沟给填平了。要
想吸引大人，也得吸引孩子，张在俊从山
里弄来木头，自己琢磨着做小木马、秋千、
花轿、跷跷板……老伴不理解这个，她觉
得张在俊不务正业，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
去地里干活。那段时间老两口经常拌嘴。

2013年，借了两万元，又贷款两万
元，张在俊家的农家乐正式开业了，一
开始并没有想象中的火爆，一天只有两
三桌客人。

改变发生在2014年秋天。
那年开始，村里的红色旅游如火如

荼地发展起来，张在俊家的生意也慢慢
好转了。2015年，政府拨了一部分扶贫
资金支持张在俊扩建了5间民宿。当年，
他家的农家乐营业额就达到了10万元，
借的钱还了，贷款也还上了。2016年，张
在俊家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刚开始的时候就想着赚的钱够用
就行，能发展得这么火爆当时想都不敢
想。”张在俊说，从2018年以后，农家乐
的收入就很可观了，一直到现在平均每
年都有30万元收入。

在旅游发展的机遇下，桃棵子村的
农家乐迅速发展到十余家，最多的时候
达到40多家，还成立了农家乐联营合作
社，带动了不少村民就业。

张在俊从不吝赐教生意经验，他觉
得一个人富不是富，互帮互助大家一起
富才是红嫂精神的延续。

从出了名的穷村
到成立旅游文化公司

而在此前，包括张在俊在内的村

民们对桃棵子这个村名很避讳。
桃棵子村是南墙峪的一个自然村，

以前因为是出了名的穷村，别人问起来
村民们宁愿说南墙峪，也不愿承认自己
是桃棵子人。桃棵子村位于沂水县院东
头镇，因种桃树而得名。村子三面环山，
耕地少，加上交通不便，农业不发达，也
没有什么产业，村民只能靠种地勉强解
决温饱。

村支部书记张在表回忆起以前村
庄的模样，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自行车得推出七八里地才能骑，那时候
用包袱背着煎饼上学，两周就能磨破一
个。“以前有鸡贩子推自行车来卖小鸡，
每次到桃棵子村都进不来，只好专门拿
出2分钱雇村民帮忙推车。”

如今，一条长11公里的宽阔柏油马
路将16个自然村穿起来，穿到了张在
俊家的农家乐，穿到了家家户户，穿
到了田间地头，也将桃棵子的整个旅
游项目串联起来。

1982年，村里修起第一条土路，
2002年修起第一条水泥路，2008年修起
第一条沥青路，2010年修了2000多米的
旅游路。要想富，先修路。说起这些有意
义的时间节点，在村里当了14年村支书
的张在召记忆清晰。

那时候没有多少资金，张在召和现任
的村支书张在表组织村里的老少爷儿们
齐上阵，搬石头、挖土、和水泥，打通了一
条长约2000米的道路直通红嫂纪念馆。

“修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每天5点就出门干
活，到了早饭点，就和张在召一起去我家
喝点豆沫子，喝完继续干。”张在表说。“那
时干活都是免费的，铺上一层水泥，三天
就得洒水。我家离得近，一到三天我就带
着老婆孩子去路上洒水。”

以前村里穷的时候，没有姑娘愿意
往村里嫁，村里的媳妇基本都是换来
的，说到这里，张在表忍不住眼眶泛红，
哥哥的媳妇就是用二姐换的，到现在家
人还觉得愧对二姐。张在表的母亲今年
已经90多岁了，她十五岁就入党，当时
家里人不想让一个女孩子冒险，还曾极
力反对，那时候母亲都是半夜偷偷出去
给八路军纳鞋底。

可能是穷怕了，可能是受老娘的影
响，张在表就憋着一股劲，想让更多的
人了解红嫂的故事，传承红嫂的精神，
也想让村子变得更好。

2015年8月，总投资500万元、占地
总面积3200平方米的“沂蒙红嫂祖秀莲
纪念馆”开馆，此后又开发建设了红色
书屋、战时邮局、知青老屋、红色文化长
廊等设施。2016年6月，桃棵子村成立了
山东红嫂故里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了“红嫂故里·鱼水情乡”品牌。

红嫂故里沂水桃棵子村：

吃上“红色旅游饭”
贫困户成致富带头人

马秀淑今年76岁，老伴4
年前因为一场意外瘫痪在
床，老两口也成了桃棵子村
的贫困户。年龄大了种不了
地，除了照顾老伴，她还想找
点事情做，既可以打发时间，
也能减轻儿女的负担。村里
发展起旅游业以后，她被聘
为保洁员。

按照规定，道路需要每
两天打扫一次，可马秀淑几
乎每天都在打扫。路旁村民
家门口脏了，她也会顺手给
打扫了。因为做事仔细踏实，
马秀淑被分在了
村里最重要的地
段的保洁，也就
是通往红嫂纪念
馆的路。

“人要善良
实在，就会有好
报，你看红嫂就
是。”这是受红嫂
精神的影响，也
是眼前这位白发
苍苍的老太太用
了近一生的生活
经 历 总 结 出 来
的。

在贫困户马
秀淑家里张贴着
一张2020年度家
庭收入支出及保
障情况的表格，
在产业项目分红
一栏显示，小木
屋民宿分红855
元 ，藏 兵 洞 3 5
元……所有旅游
相关的分红加起
来是1300元。

马秀淑做保
洁员一个月工资
加补贴共500元，
一 年 下 来 就 有
6000元收入。再
加上低保金养老
金 以 及 各 项 补
贴，她和老伴一
年的收入能过万
元。马秀淑常常
跟儿孙辈感慨，

“人一勤快就什
么都不缺了。”

这样的收入
在桃棵子村贫困
户 中 并 不 是 个
例。

桃棵子村围
绕村增收、户脱
贫两个目标，采取公司化经
营模式，将产业项目发包给
山东祥瑞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经营，2019年实现扶贫资产
收益35万元，其中6 . 3481万
元通过差异化分配用于桃棵
子村贫困户增收，6 . 0319万
元实现村集体增收；剩余
22 . 62万元用于项目覆盖的
其他村贫困户及村集体增
收。张在召介绍，这个分红的
数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根据每年的利润进行弹性
分红，一般贫困户的家庭年
均总收入都能达到7000多
元。

沂水县扶贫办的数据显
示，桃棵子全村227户651口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8
户56口人。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该村把上级政策与本村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精准对
接，走出了一条旅游扶贫的
新路子，2016年底实现整村
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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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嫂祖秀莲的雕像屹立在

桃棵子村村口。

“从机场过
来大概多久？好
的，提前把鸡给
你们炖上。”10月
12日下午3点多，
张在俊和家人吃
着中午饭，手里
还不断接打着一
个又一个预约电
话。张在俊在村
内 经 营 着 农 家
乐，目前是村里
做得最火爆的一
家，最多的时候
一天能接待300
多游客。张在俊
掰着手指头算了
一笔账，多的时
候一天能卖30只
鸡，一桌下来七
八十元的利润，
一 天 就 能 赚 到
2400元，加上民
宿等收入，平均
下来年收入能到
30万元。很难想
象在 2 0 1 6 年以
前，张在俊一家
还是贫困户。

近年来，沂
水县桃棵子村围
绕红嫂祖秀莲勇
救八路军伤员、
千 里 寻 亲 郭 伍
士、沂蒙老兵情
系老区“三个故
事”发展红色旅
游，融合优美的
田园风光等各种
资源，整合各级
各类帮扶资金，
走出了一条旅游
扶贫的新路子。

村里游客多了，村民张在梅做手工工艺品卖给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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