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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环境之变
穷苦山村变身自然花园

一张落了尘的老照片，照片
上一排坐在废旧瓦砾上或愁眉
紧锁、或低头吸烟、或仰天长叹
的村民……

“这是2007年姚家峪村民参
加村里换届选举的场景。”

照片的作者禹王山居照相
机文化馆馆主王延刚对于摄影
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姚家峪村所
处的群山，正是摄影爱好者的天
堂，王延刚经常来这里拍摄，对
山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了
如指掌。

“那年我进山拍摄，恰逢姚
家峪村换届选举，村民们脸上的
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用快门
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王延刚回忆，当时的姚家峪
村到处是七零八落的石头房子，
贴墙堆放的废砖烂瓦，显得与红
叶漫山的美景格格不入。

在王延刚的印象中，那时的
姚家峪村没有路，耕地不足，村
民生活十分艰难。

“几年前，姚家峪村启动了
自然村落开发工作，经过长达10
年的努力，曾经破败的古村变成
了如今风景秀美的红叶柿岩旅
游区的一部分。”

如今，王延刚更加愿意在红
叶柿岩旅游区的群山之巅进行
拍摄，在云朗风清的天气条件
下，从这里便可以极目远眺至泰
山十八盘。在王延刚的照相机
文化馆内便有一张其遥拍泰山
十八盘的照片，这是他最得意的
作品，拍摄时间被定格在今年的
10月23日。

“这强有力地证明了博山地
区空气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也
是红叶柿岩旅游区生态恢复的
真实写照。”王延刚说。

百姓之变
从愁于温饱到工资稳定

在如今的颜神古镇——— 红
叶柿岩旅游区内，工作人员统一
的工装，整洁干净的绿化地面，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的变化。

58岁的冯作芳原是姚家峪
村民，10年前就举家搬出了村子。

“那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
日子过得很紧巴，是红叶柿岩旅
游区的开发方给我们作出了承
诺，不仅将这处古村改造成了旅
游区，还给我们分了新房。”

在冯作芳记忆中，红叶柿岩
旅游区的开发方给每家每户都
做了工作，为村民做好安置，帮

着有需要的村民找工作。
“那时候都是穷苦百姓，大

家也没什么文化，能有个工作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

开发方没有食言，为姚家峪
的村民谋划好了出路，并承诺在
原有老宅面积基础上，给每一户
村民额外增加了20平方米新的
住宅面积。

“在新房建好以后，不少村
里人都回来了，部分村民甚至分
得两三套房子，现在基本每户人
家都会往外出租自己不住的房
子，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近万元。”

冯作芳坦言，自己2018年7
月份回到现在的颜神古镇———
红叶柿岩旅游区，如今是景区内
的保洁人员，每月都有近2000元
的工资收入。

“现在红叶柿岩旅游区越来
越好了，我们这些没啥文化的村
民也得到了系统专业的培训，生
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得
很幸福。”

谈及现在的改变，冯作芳称
内心充满了感激，她说，如果没
有红叶柿岩旅游区的开发，像她
这样没有一技之长的老姚家峪
村民，可能每天还在为温饱而
发愁。

交通之变
三条隧道提速颜神文旅

在颜神古镇——— 红叶柿岩
旅游区内，百亩大棚在群山之中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得益于山东华旅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打通的三条隧道，
给有机农业科学化发展提供了
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淄博道
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顺成说。

据王顺成所知，千百年来，
红叶柿岩旅游区所处的这片区
域因群山环绕、沟壑连绵的独特
地理条件，阻碍了一代又一代世
居于群山之中的百姓寻求发展
之路，纵有愚公移山之志，奈何
无移山之能。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
步，有机农业成为新的发展趋
势，只有摆脱交通桎梏，才能给
予现代农业充足的发展机会。”

在王顺成看来，颜神古镇有
着千百年美食文化，自古就是美
食之都，因此保证源头农产品的
健康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农耕地
的不足，加上交通的落后，使得农
产品在本地供应上稍显不足。

“要想富，先修路。在这样
的理念支撑下，山东华旅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果断做出了挖
通隧道、让百姓走出去的决定。”

在王顺成印象中，经过多年
努力，如今阻碍红叶柿岩旅游区

发展的大山，已被和尚房到姚家
峪、姚家峪到马公祠、马公祠到淋
漓湖三条隧道打通，这三条隧道
打破了千百年来当地百姓只能徒
步翻山越岭的困境，使多个古村
得到了与外界通连交流的机会。

“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可以
更好地尝试进行有机农业的实验
与创新。”谈及现在所进行的有机
农业创新，王顺成显得十分激动。

产业之变
科学种植颠覆传统农业

“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
草莓长在架子上。”

63岁的钱家惠是地地道道
的姚家峪村民，虽此前有着40多
年的农耕经验，然而近几年从事
现代农业种植的经历却颠覆了
他对“种地”的认知。

据淄博道盛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顺成所说，目前他
们公司正在进行现代化有机食品
的种植工作，与传统农业相比，除
了在产品选择上有所不同外，种
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目前公司种植的产品很
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网红西
瓜’和‘立体栽培草莓’，种植所
选用的肥料都是纯天然有机肥
料。”

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在曾经
农业被视为短板的这群山之间，
立体栽培的有机草莓还未上市，

“网红西瓜”已经获得了消费市
场的认可。

“‘网红西瓜’选用的是品种
为‘西瓜王子’的精品瓜，采用的
吊秧种植技术，这样可以最大程
度保证西瓜接受充足光照，保证
西瓜甜度。此外，每一个西瓜都
会贴有标签，以严格把握西瓜的
成熟时间，进而保证西瓜的清甜
口感、丰沛汁水。”

王顺成介绍说，近年来，在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当地政
府不断给予科学种植方面的技
术支持，如目前出产的“网红西
瓜”均使用了先进的肽肥技术，
充分保证产品质量。

“目前颜神古镇——— 红叶柿
岩旅游区内向游客所供应的果蔬
食材，基本均来源于此，在充分保
证了食材的绿色、安全、健康的基
础上，也使得当地村民的收入有
了极大的提升。”王顺成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李振兴 见习记
者 孙良栋

今昔对比下的

山村四变

从贫穷山村至城市花园，坐落于颜神古镇——— 红叶柿
岩旅游区的古村姚家峪，其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一张落了尘的老照片，记录了这里曾经仰天长叹的村
民；一帧清晰的镜头，又录制下眼下此处百姓幸福的笑颜。

“那时候都是穷苦百姓，大家也没什么文化，能有个工
作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今我们成了景区的保洁员，每月都有近2000元的
工资收入。”姚家峪村的村民们说。

这座重获新生的小山村，拥有的不仅是当地百姓在精
神和生活上的富足，更成为了颜神古镇蝶变重生的一个
片段。

眼下红叶柿岩旅游区漫山红叶。

如今在红叶柿岩旅游区工作的姚家峪村民。

2007年姚家峪村民参加村里换届选举的场景。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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