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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含情水含笑，山窝窝孵出金凤凰
博山红叶柿岩创出“一企带多村”产业振兴新模式，带动上万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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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人共用一口蒸锅

说是姚家峪，其实是一片村庄的统称。
一座山垒着另一座山，挤挤挨挨的群山里，
姚家峪、和尚房村等小村落，像豆荚里蹦出
来的豆粒，零零散散躺在一个个山窝窝里。

说起以前有多穷，村民田学琴经常会讲
“一口蒸锅”的故事：她家住山上，婆婆住山
下，曾经穷得两家共用一口蒸锅。有一年冬
天，田学琴借了婆婆家的蒸锅用，结果下了
大雪，山路寸步难行。田学琴把麻绳绑在鞋
上，才跌跌撞撞地到山下给婆婆送了锅。

田学琴今年61岁，个子高、嗓门大，年
轻时候的苦日子，把她磨砺得比很多男人
还要坚韧。

在山里生活的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
的。山路难行，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旦运
气不好生了病，要靠亲戚邻居用椅子抬出
去；孩子们上学，小学还能在村里，到了初
中，走路太难，往往读到初中就辍了学。

孩子们生在这里，就像一把玉米撒在地
上，自然长大。田学琴家住在崖上，下面就
是乱石滩子。有一次女儿从崖上直着栽下
去，幸亏掉落的地方没石头，这才保住一
命。还有一次，老鼠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把
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件事让田学琴下定
决心：盖房。一定要盖一间不进老鼠、、孩子
有地方玩的大房子。

“那时候真穷，孩子他爸兄弟五个，我们
结婚分家的时候分了两间房，跟他另一个弟
兄共用一个院。”说到这儿，田学琴嗓门提高
了一度，“都是老石头房子，潮得没法住人。
我就憋着股劲，想有座我们自己的房子。”

1989年，期盼了多年的新房终于开始动
工。那时候，田学琴丈夫在窑上干活，一天挣
不到十块钱。为了省点钱，能自己干的，夫妻
俩就不找工人。山上盖房子，最难的就是运
砖。他们托人从县里用卡车运来砖，再用拖
拉机运到村口，换成小推车运到山下，两口
子肩挑手扛，一筐一筐地挑上去。

从山下到新房有100多米远，夫妻俩就
这样一砖一瓦地挑，一砖一瓦地堆砌，硬是
盖起村里独一无二的一座两层新房子。

随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家里拖欠
了几千块钱的债务，为了还债，田学琴丈夫
外出打工，她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群山环绕、沟壑连绵的地理条件，阻碍
了一代代山里老百姓寻求发展之路。这种
穷，不是没钱的贫穷，而是找不到出路的穷。
大山把人们的身体困住了，思想也困住了。

点亮百姓心头之光

2012年，一把重锤终于砸向了大山。
山东华旅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看到这

片山区无限的开发潜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按照规划，姚家峪及周边九个山村，共同
作为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进行开发，
充分整合博山西山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二十字总方针，全力推进产业、组
织、生态、文化、人才五个振兴，真正让绿水青
山“带笑颜”。

山东华旅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房利军始终相信，博山这片美丽的绿水青

山，绝不是“要逃离的农村”，缺少的只是运
作这些资源的能力。

在决定入驻这片山林前，房利军就制定
好三个原则：先考虑社会效益，再考虑经济
效益；先考虑长远利益，再考虑眼前利益；
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再考虑公司的利益。
愿景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路径也是好
的。但真正落实到农村，就有了各种问题。

第一个难题，拆迁。“我不想走，我们的
房子是新的，第二层还没住过。”田学琴说，

“要拆就拆别人家，我们不走。”
第二个难题，信任。“谁知道他们是不

是想把我们撵出去，把地给占了。”姚家峪
村民盖恒芝说，“当时说占地后给钱，但今
年给，还是明年给？后面万一没了呢？”

第三个难题，观念。“我们祖祖辈辈都在
这里住，再穷也是自己的家。”村民冯作芳
说，“家里老人不同意，说走了就没有根了。”

田学琴不想搬，但丈夫主张搬——— 他回
公司的工地上干活，了解了规划的目标和蓝
图后，第一批就在拆迁同意书上签了字。

就这样，一家家、一户户，搬迁工作逐
渐推进。同时进行的还有隧道施工：为解决
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所属城镇各村
庄间的互通问题，2012年，华旅公司投入
2000多万元，打通了第一条隧道——— 淋漓
湖隧道，这条隧道后来被称为山东首条民
营大隧道，房利军也成为山东民营企业家
投资打隧道的第一人；2017年，和尚房隧
道，也就是目前红叶柿岩景区内的“时光隧
道”实现通车；目前，还有连接姚家峪与马
公祠的第三条隧道正在建设。

“待上述三条隧道全部打通后，红叶柿
岩景区目前覆盖的姚家峪、和尚房、马公祠、
樵岭前、白洋河、岭西这六个村，将彻底实现
互通，村民出行不用再翻山越岭了。”开车驶
过隧道，沿着红叶柿岩十八弯山路行驶。山
脉绵延，到了山顶，房利军指着两侧的风景
说，“这半山是红叶，另外半山是梯田。这是
不能复制的美景，只有博山才有。”

隧道通了，老百姓心头的光也亮了。村
里人渐渐认识到，开发是真心为村里着想，
只有发展，才能让后代有未来。曾阻碍了世
代博山人的大山，如今正成为金山银山———

国际一流的设计团队来了，坚持高标
准规划设计，保持乡村“原色”，保护山水原
貌。对和尚房村、姚家峪村、石坞村进行整
村开发，在原有村庄建筑的基础上，融入时
尚元素，打造特色民宿集聚区。

热火朝天的施工队伍，依托万亩红叶、
万亩梯田等资源，打造出山东最美公路“禹

王路”和鲁中最美“城市阳台”，打造国内文
旅融合新样板。

三代人都过上好日子

姚家峪村村民冯作芳第一天搬进楼房
时，高兴得睡不着觉。“没想到能住上这样的
大楼，以前就寻思一辈子都得住老房子了。”

125平米的三室两厅，电梯房，南北通
透，出门就是红叶柿岩景区。房子都是装修
好的，买点家具就能拎包入住。

冯作芳两口子都是出过大力的人。日
子辛苦，她去煤矿上拉过车，顶着烈日干
活，拉一车挣几块钱。一年到头在地里刨
食，只能混出个温饱，给儿子在老家盖房，
不好说媳妇，在城里买房又根本买不
起……现在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随着红叶柿岩景区的发展，老房子拆
迁置换了两套房，可选择市区，也能选择
原地安置。冯作芳和老伴觉得故土难离，
选了原地安置，又给儿子在市区选了一
套做婚房。

同样搬上楼的，还有田学琴等一众老
邻居。田学琴家也分到了两套房，有自来水
和“双气”，“确实是日子好了，应该搬家。”

安居也要乐业。红叶柿岩景区运营后，
田学琴和冯作芳都成了景区内的保洁人
员，每个月有1200多元的工资。说起在景区
上班，她们喜欢用“在村里”“在家里”这样
的坐标定位，因为这就是她们的家，“就跟
打扫家是一样的。”

“老百姓一辈子图啥呢？”冯作芳说，“公
司给我们老人每月发500元补贴，儿子结婚
不用为房子发愁，小孩上学每月还给发交
通补贴，三代人的人生大事都解决了。”

田学琴和冯作芳下班以后，就穿上统
一服装，到老颜神街跳广场舞。村里老人都
告别了从前天天坐炕头、站村头，数着人头
看日头的日子。

在这条山村求变的道路上，没有人被
落下。和尚房村于2012年启动护改开发，上
恶石坞村于2019年开发，整个搬迁工作一
直持续到现在。如今，330户村民住在两到
三居室的楼房，在“桃花源”一样的风景里，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老人的安居和快乐，最能反映整个社
会的幸福和安乐。”房利军觉得，老年人问
题解决了，才算真正解决了安居问题。

绿水青山带笑颜

过去，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现
在陆续返乡就业、创业；过去村里的老年人
以种田为生、生活拮据，现在女55岁、男60岁
以上村民，每月均可领500元生活补贴；过
去，一些村民对外来人冷脸相待，现在见到
游客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问好……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民风的改变。
“乡村振兴所解决的农村问题，说到底就是
老百姓的问题，而老百姓的问题，不仅仅是
口袋的问题，还有脑袋的问题。民风的改
变，也改变了村风。只要民风、村风变好了，
想再穷回去都很难。”房利军说。

不仅如此，景区里还建起照相机博物
馆、鲁菜博物馆，并邀请本土非遗文化传承
人建立工作室等。整个红叶柿岩旅游示范片
区，通过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自然资源的开
发，实现了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更是充分
盘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古迹。

一企带九村的示范效应正在凸显。华旅
公司与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姚家峪村、
岭西村、上恶石坞村等周边9个山村“抱团”，
创建了全国首个村企联合党委，以组织振兴
强力带动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和
文化振兴，凝聚各村优势，共同打造红叶柿
岩旅游示范片区。

2021年，景区带动周边返乡村民约500
人再就业，营业收入超过6000万元。在这片
总占地近21平方公里的山林里，成功打造
出乡村振兴“红叶柿岩”样板，不仅辐射带
动了周边十余个村、上万村民增收致富，还
通过链接高端文旅资源，使占地3000余亩、
总投资9亿元的红叶柿岩景区项目，成为国
内文旅融合新样板。

华旅公司副总经理于峰的办公室里有
两幅图，一幅是乡村建设，一幅是景区建
设。“我们已勾勒出蓝图框架，未来会把这
张蓝图绘到底，把乡村振兴实打实做下去。”

红叶柿岩景区的繁荣和发展，远远不
是区域乡村振兴工作的结束。一个更宏大
的计划还在谋划之中———

“现在只是做了一个小片区，下一步还
有三环五期十年的工程，促进乡村振兴。我
们希望通过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推动第
一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做城乡融合的示范区。”于
峰说，当地的万亩梯田将重新修整利用，形
成田园综合体，发展智慧化农业，为老颜神
美食街提供食材。

不过，这样美好的蓝图和愿景，依然存
在着重重困难和考验。“如何真正让资本赋
能，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让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房利
军说，红叶柿岩景区火了，仅仅只是开端。

“我们正尝试着探索一条路径，在保留
绿水青山、保留博山文化的同时，能够将资
本引入，将这里建设成为自驾旅游胜地，不
仅能让外地人来博山旅游，还能吸引外地
人来博山安家。”房利军说，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振兴绝不是
一个口号，而是目标，自己希望能蹚出一
条路径，解决乡村振兴“输血”和“造血”之
间的矛盾，“虽然很难，但只要开始做，就会
有改变”。

红叶柿岩景区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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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到到秋秋天天，，红红叶叶柿柿岩岩景景区区便便呈呈现现““半半山山红红叶叶、、半半山山梯梯田田””的的美美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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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家峪曾是一座怎样的村庄？有很多坐标可以帮我们理解。它距淄博城区不远，但偏僻难行——— 群山环绕，只有一条条泥泞小路，从山
峪里弯弯绕绕爬出来。村民说，姚家峪最难的就是说媳妇。哪怕浓眉大眼的俊后生，媒人一听村名也撇嘴——— 地方穷穷，是非多，亲事难成。

十几年过去了，曾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庄，修了路，建了新房，还建成红叶柿岩景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工作。新的故事事，就是从好日子
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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