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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寮村民下山脱贫美好也艰辛
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百亩闲置土地盼流转

边界人物

铜山一只“豹”
看山护林五千亩

“铜山护林一只豹，看山护林

5000 亩，不长翅膀也会飞。”舟山镇

铜山村老年活动中心门口，几个老人

唱着山歌开起了玩笑。山歌里唱的

人，就是该村护林员应飞豹。

铜 山 村 范 围 内 有 49 个 山 头 ，

2004 年 8 月划入省级公益林 3775

亩，加上山与山之间的交叉区域，实

际面积应该在5000亩以上。很难想

象，这么大一片山林，一个已 66 岁的

老人怎能看得过来？

“靠的是宣传到位，大家的支

持。”应飞豹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了

自己的工作。

2007 年，刚开始做护林员的应

飞豹几乎每天都要上山，遇到有砍伐

树木的村民，他都要上前苦口婆心地

讲林业法律法规和林业政策。不仅

当面讲，他隔几天就会在广播里和大

家宣传森林法规。

除了乱砍滥伐，森林防火也是护

林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从事护林员

工作几年来，应飞豹见过的唯一一次

火灾，是 2009 年下宅村梨树坳发生

森林火灾。“这一烧啊，10 年种树都

不够。”应飞豹感叹。

这次火灾让应飞豹印象深刻。

打那次起，他尤其重视森林防火工

作。遇到森林火灾高发期，特别是清

明节前后，应飞豹必定要在村口、进

山口张贴防火标语。看到有村民提

着鞭炮上山，他就赶紧跟上，直到确

定了没有隐患才离开。

“山里环境好了，城里人来山上

游玩的也越来越多。”应飞豹希望通

过本报呼吁进山的人不要在林区用

火，共同维护山林安全。

采石场有人偷采
农场主希望彻底关停

舟山镇碧湍里蚕桑良种示范基

地有 180 亩桑林，50 亩茶籽田，在旁

人眼里，已经“枝繁叶茂”得很。但在

负责人应章行眼中，还要等桑果采

摘、酿酒产业链跟上了，才离自己梦

想中的“生态农场”蓝图更近一步。

不过，宁静的碧湍里也总会冒出

不和谐的一幕。因处于永康缙云交

界处，碧湍里多座山属两地共有。令

应章行烦恼的是，为了保护环境维护

生态，永康已关闭了境内所有采石

场。但在碧湍里对面的滴水岩上，缙

云的采石场却经常有人偷采。

机器作业的轰鸣声让应章行心

痛不已：“采石破坏山体，污水流入农

田，污染了水源。”他特别希望永康缙

云两地的执法部门能联合执法，彻底

关闭采石场，还碧湍里原有的宁静。

■记者手记

边界民愿

2008 年，位于崇山峻岭间的

舟山镇高寮村决定实行整体搬

迁，走出大山之困。

转眼已七年过去，高寮村民

下山脱贫之路走得如何？带着这

份牵挂，近日，本报“边界行”采访

组驱车驶进全新的高寮村。

拆除老村建新村
交通大为改善

几年前，记者曾翻山越岭到

过高寮老村。那时由于山高坡

陡，小路崎岖难行，半路上不时有

人问高寮要到了吗？着实尝到了

村民因交通不便给生活带来的艰

难。

如今，通向铜山村的公路边，

水坑水库尾巴处，赫然立着一块

转向高寮村的指示牌，一条崭新

的水泥公路直通搬下山后新建的

高寮村。

高寮村委会主任徐其生指着

一片红砖平顶的建筑说，高寮村

民盼着下山脱贫，得到年轻人的

大力支持。

2010 年 ，高 寮 老 村 实 施 拆

除，新村建设中，年满 60 周岁的

老人与子女一起安置，房屋全部

不超过 120 平方米。2011 年，第

一幢砖瓦房动工兴建，目前已有

23 幢一层以上可入住的房屋。

通往外界的水泥路开通后，全村

28 户 86 人，无论出行还是求学，

都变得更为便捷了。

“从高山后边搬到这里来，出

行是方便多啦，小孩上学也不用

天天赶山路了。”住在村委会办公

楼前的 76 岁老人吴苏莲细算，孙

子目前就读于新楼小学，她每天

花半小时，就能走路把孙子送上

校车。可要是放在过去，祖孙俩

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绕过山坳，到

方山口才能走到最近的学校。

目前，村里共有 4 个孩子在

新楼小学就读。

打工挣钱建新房
下山美好也艰辛

“新屋统一建三层半，因为临

时安置对生活造成不便，加上

2012 年冬一场大雪，钢棚倒塌无

法居住，村民生活用品、家具等被

压，所以只要建起一层就赶紧入

住了。”徐其生说，2013 年 6 月，

高寮村积极响应上级部署，对超

面积的简易房全部拆除，也促使

村民想方设法抓紧建设新房。

不过，到目前为止，全村只有

一幢房屋结顶，今年还有 2 户要

完工。另有 5 户因一时筹集不到

资金，未动工建设，有的只是砌了

墙脚，户主就外出打工了。

高寮村下山脱贫之路，走得

勇敢却也艰辛。正如村民所说，

仅靠打工挣钱养家已不易，还要

重新建新房子，就像鸟儿衔泥垒

窝一般，靠的是一点一滴积累。

村民老徐有两个儿子，到目前也

就一个儿子建起一层，另一个儿

子才砌了墙脚。

正因此，村里大多数年轻人

带着孩子去了城区，希望能追寻

更好的生活。

徐其生说，在家务农苦累不

说，还受气候条件约束，收成没有

保证。而在外务工，每个月都有

稳定的收入，所以年轻人基本都

选择到外面去闯荡。

当日正午，村民应彩芬正在

地里除草。她种了一亩多生姜

和玉米，因为雨水多，今年收入

也就 800 多元。“剩下的生姜还

不知道是龙是虫，万一再来一场

大雨，很可能没什么收成。”正是

这个原因，不少村民权衡利弊后

外出务工，村里 100 多亩田地闲

置了下来。

盼望土地流转
壮大集体经济

“我们村面临最大的困难就

是没有集体收入。村里光道路硬

化就要 30 多万元，目前落实的资

金只有 10 多万元，剩余的都要村

里想办法解决。高寮人口少，村

民收入有限，要靠村民解决不容

易。”看着山野荒废的农田，徐其

生道出了村委会的设想，就是希

望能把闲置的 100多亩田地流转

给有需要的承包人，一方面可以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

能增加集体收入。

“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好，村民

们也都希望能把土地流转出去，

进而带动这一带旅游业发展，盘

活经济。”徐其生这样说

采访中得知，高寮村房前屋

后道路硬化工程已准备就绪，很

快就要动工；申报“一事一议”支

持、投资 100 多万元已在建的村

办公楼年底争取完工；骨灰堂也

已设计，争取尽快完成建设⋯⋯

一桩桩民生实事都需要资金，村

两委干部可谓想尽了办法，他们

寄希望于盘活闲置的土地，实现

“破冰”。

在记者眼中，高寮青山绿水，

并不乏投资机会，然而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加上信息不便捷，很少

有人来这里。

许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是一

个人迹罕至的小山村，但这里的老

人就算到了耄耋之年，也拥有一头

黑发；这里的泉水清冽，是杨溪水库

的发源地；这里青山环绕，宛若仙

境。有志于发展高山农业、森林旅

游的投资者，不妨前往考察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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