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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我们以村里的“龙须沟”为

试点，开始搞生态旅游，当时我们的党委

政府也很重视，想要通过招商引资的方

式把这件事做好。虽然政府重视，也很支

持我们，但提起当时的经历，其实也挺坎

坷的。

当时我们找了一波又一波投资商，商

讨了很多次，都没有人愿意投资。后来，我

们找到了华抗美，当时的他刚投资开发了

瑞晶石花洞项目。他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

的，但对于开发价值没有底，于是找了几

个专家到我们白沙村实地考察。

考察结束后，专家说了一句话———

无景可观，地方太小，没有开发前途。期

待了这么久，没想到一句好话没听到，当

时我们心都凉了。后来，我们又和华抗美

谈了很多次。

最终在促成我们合作中起到关键作

用的，是一位叫冷晓的专家。他经过实地

考察，肯定了我们白沙村的开发价值，也

正是他，提出了“太湖源头”这一概念。他

提出的这一概念，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

有据可查的，当时的《杭州水利志》上确

有记载。

专家的肯定，投资商的坚持，让我们

有了搞好生态旅游的信心。1998 年 5 月，

我们的生态旅游工作正式启动。也是在

那一年，我们临安成立了旅游局。当时，

九寨沟刚刚火起来，很多人都憧憬亲自

去一趟。但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假，很多人

实现不了这一愿望。

某一天，有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到

我们白沙村采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

发表时提出了“江南小九寨沟”这一说

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人拿

着报纸找到我们白沙村来。因为我们还

没正式开业，也不知道怎么收费，就象征

性地收取每人 3 块、5 块钱保洁费，谁想

一天下来就有好几千块。

我们景区是 1998 年 10 月份正式开

业的，当时的门票每人 18 块，当年我们

的游客接待量近 10 万人，也就是说，我

们的收入达到 100 万元，短短几个月时

间，我们就收回了成本。

我们白沙村真正好起来，也就是在

1998 年。因为当时景区有了一定知名度，

游客络绎不绝，但吃饭、住宿等配套都没

有。有头脑聪明的村民就在路边摆摊卖

起了方便面和矿泉水，也有村民拿个板

凳坐路边帮游客看车，一天下来，收入也

很乐观。再后来，上海和江苏等地的老师

带学生到我们村采风，因为客人对淋浴

房和抽水马桶的需求，倒逼之下，农家乐

兴起。

卖山头是走不远的路 卖生态才能真正致富
口述 夏玉云 整理 潘鑫卉

夏玉云 太湖源镇白沙村老书记，从“伐木工”到

“护林人”，几十年来，亲自走过了从“卖山头”到“卖生态”

的致富路，亲眼见证了白沙村从穷山沟变成了“绿富美”。

白沙村的蜕变史，是农村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我出生于 1956 年，是土生土长的白沙

村人，我这一辈子，除了当兵的四年多时间，

其他时间都待在村里。

我们小时候生活很苦，每人每月 30 斤

粮票，而且只发半年，根本不够吃。因为村里

山多田少，只能种种玉米和土豆，家里烧饭

的时候就把土豆和大米混一起烧，也没有其

他菜。那个时候的我想法很简单，能够吃饱

就是最大的幸福。

因为生活太过艰苦，我母亲常告诉我

说，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山，只有走出去了，才

能有好的生活。确实，那时候我们村里很多

人外出打工，不管什么工作，能够赚多少钱，

只要走得出去，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难得出一次山，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出村是到临安参加体检。因为我

们平时爬惯了山坡，腿脚抬得很高，体检让

我们在平地跑步的时候也改不了这个习惯，

所以体检的医生就说，我们这些山里人，腿

脚都有问题。

因为确实太穷，想要改善生活条件，我

们就想到了山上的树木。我们田少地少，但

山多树多，于是就想着砍树卖钱。刚开始，因

为路没有修好，树砍了也运不出去，卖不到

钱。

到了 1971 年，我 16 岁的时候，村里有

一条路通到了外面。这条路当时叫“南北公

路”，也就是现在的 205 省道。也就是从那时

候起，我们白沙村“卖山头”的日子开始了。

山上的树木砍了卖钱，山头就开辟出来

种植玉米。因为我们村的山坡度较大，一般

都有 40 度以上，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虽然，砍完一块山头，最多只能种 3 年

粮食作物，3 年以后，这块山头就相当于废掉

了，但是当时我们村里人都觉得，反正我们

山多。不卖山头就挣不了钱，于是，一个山头

废了，换一个山头继续砍伐。

虽然当时我们砍树卖山头换钱，但其实

我们心里也知道，这是一种不好的做法。所

以当时也流传一种说法，叫做“上吃祖宗饭，

下吃子孙饭”，这说的，就是我们卖山头的危

害。

说到底，靠卖山头换口饭吃，主要原因

还在于我们在深山，信息太闭塞，思想太落

后。1978 年改革开放，1983 年分山到户，树

木砍伐量不断增加。我清楚地记得，因为山

上的树木被大量砍伐，村里的森林蓄积量急

速下降，到了 1987 年，我们白沙村的森林覆

盖率由原来 91.9%猛跌到 60.4%。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给我们最大的

教训，就是 1988 年的特大洪水。当时，看着

路边的房屋一瞬间被冲毁，农田全部被淹

没，损失惨重，我们却无能为力。卖山头虽然

较快地改变了我们过去那种“白沙石头多，

出门就爬坡，吃的六谷糊，住的箬竹屋”的状

况，但大自然也“回赠”给了我们惨痛的代

价。

我们真正开始保护山林，是从 1990 年开始

的，那一年村里严格控制木材的砍伐量。因为村

里管得严，我们一帮年轻人专门负责到处跑，抓

偷砍伐木材的村民。如果哪个山头冒烟了，肯定

是有人在烧炭，我们就第一时间跑到山上阻止。

也就是在 1990 年，我们村从“卖山头”过渡

到“卖山货”阶段，但因为刚刚起步，很多人家实

在太困难，还是会偷偷摸摸到山上砍树、烧炭。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村里有户人家因为实在困

难，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偷偷摸摸去砍树，结果被

抓了，坐了 3 年牢。

我们白沙村的山货主要是野生茶叶、山核桃

和笋干等。刚开始卖的时候，纯野生茶叶 1 块多 1
斤，现在卖到了 800 多块 1 斤，这在当时我们想

都不敢想。还有山核桃，当时只能卖几毛钱 1 斤。

为了鼓励我们，村里靠“卖山货”吃饭的行为

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我

们的山货产量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1990 年，我

们村的人均收入不到 800 元。后来因为非木质林

特产品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均收入慢慢提高，到

了 1997 年，我们村里的人均收入达到 3400 元。

与此同时，山上的植被也慢慢在恢复。

虽然生活有了好转，但单靠卖山货，只能解

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因为这是“靠天吃饭”。没有

工业，想要真正让村民富起来，困难重重。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到我们白

沙村考察。那时候，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保护森

林资源的概念，因此对于我们白沙村封山育林的

做法，官员们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叫本诸沙先生的外宾提

出了“生态旅游”的概念。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

来说，“生态旅游”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生

态”一词都没啥听说，更别说什么生态旅游。

但他当时所说的“生态旅游”跟我们现在的

概念不太一样，他是让我们把整个村，所有的山

头和水源，石斑鱼、石鸡等资源全部都保护起来，

保持纯原生态。不要修路，不开饭店，不搞农家

乐。客人来了可以自己下溪去抓鱼。

虽然后来我们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模式开发，

但“生态旅游”这一概念让我们重新考虑发展的

出路。同时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靠破坏山林来

致富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也是走不远的。我们白

沙村也因此萌生了“卖生态”想法。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也是我们临安

人———林业专家竺肇华，他对我们白沙村有很大

的贡献。当时的他常年与外国人打交道，思想比

较进步，理念也比较先进。他不仅帮我们村出谋

划策，他所在的组织还出资 800 美金送王安国出

国培训，支持我们搞生态旅游。我想，如果没有他

的大力支持，我们生态旅游起步或许还要更迟一

些，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

亲身经历过才知道，砍树，越砍越穷；看树，越看越富。我们白沙从

“卖山头”到“卖山货”，再到“卖生态”，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改正的

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对林地的保护，我们的生态越来越

好，生活也越来越好。因为生态保护得好，我们还上过新闻联播，国家

林业部长就白沙村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亲自帮我们宣传推广，

并邀请我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发言。

2004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白沙村

正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缩影。2012 年，夏宝龙连续 2 次来白沙考察，进一

步深化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概念。

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从买不起自行车，到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小

轿车。虽然现在我们还是山里人，但却不再是城里人看不起的山里人，

而是让他们羡慕的山里人。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良好

的空气环境，这是他们想复制也复制不了的。

现在，村里 97%的劳动力参与到旅游三产，整个村有 200 多家农

家乐，20 多家民宿。人均收入达到 5—6 万元，很多人在临安城区买了

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变化，不是某几户人家的变

化，而是整个小山村的变化。我们村不是先富带后富，而是大家一起

富。

卖山头，越卖越穷；卖山货，解决温饱；卖生态，越卖越富。这是我

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发展经验，也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白沙的致富“法宝”。

生活太艰苦 我们想到了砍树卖钱

生态遭破坏 我们卖山货解决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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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际竹藤组织副干事竺肇华（前排右一）在
白沙合影

2006年，原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来白沙村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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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白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