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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 《法治周末》记者 张贵志

  2012年，对杨旭宇和他的家庭乃至他的家乡戴南

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戴南村开始转

型发展，作为村支部书记的杨旭宇开始干“大事”。

  10年过去了，位于江苏省溧阳市戴埠镇的戴南村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守住青山绿水、拥有

金山银山的“农旅小镇”。这10年间，有线电视进了每

家每户、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杨旭宇规划的一件

件“大事”都按计划完成。

  杨旭宇的人生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生他养

他的小山村，当初的“小杨”变成了“老杨”，小山村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自己的家庭也办起了茶

场，率先开起了民宿。他和他的山村，还有自己的家庭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没有乡村振兴，没有党的好政策，地方不可

能发展得这么快。”杨旭宇谈起戴南村和自己家庭的

发展变化，深有感触地说。

逐步扩大茶场规模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初见杨旭宇，是在今年的3月。

  3月的江南，花香四溢，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他

家院子里的红梅已绽满枝头。

  1990年高中毕业的杨旭宇，没有像村里年轻人一

样出去谋生，他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几年后，回到

了这个哺育他的小山村，与祖父、父亲一样扎根在农

村。那是1995年，杨旭宇25岁。

  “那时村里很穷，老百姓没有增收的途径，也没有

地方赚钱，但凡胆子大点的，都跑到外面去奋斗赚钱，

一些人成了老板。”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

杨旭宇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在家里面挺好”，坚持

“小富即安”。

  但回到村里的前几年，他并没有实现“小富”。因

村里穷，在村里当干部的杨旭宇，一年5000元的工资

入不敷出，一度靠借钱维持家里的开销。

  “当时就一心想着要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煦

的阳光下，杨旭宇轻轻地品着手中的茶，谈起往事已

显得平静而淡然。

  位于溧阳市南部的戴南村，地处丘陵山区的缓坡

地段，村民依坡而居，留出平整的地方作为基本农田。

  那时村里没有有线电视，没通自来水，更没通公

路，走在村道上，“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如果我不被车子撞，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那

时，在杨旭宇妻子戌洪娣的眼中，他就是山里面一个

农民家庭的孩子，母亲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

到山里面去的，山里面太苦了”。

  一次，戌洪娣在穿越马路回厂里时，被疾驰的大

货车撞倒，不省人事，杨旭宇见状只身一人把她送进

了医院。后来，两人因此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回到戴南村的杨旭宇当了会计，戌洪娣则随他回

到村里做了一名小学代课教师。

  杨旭宇在村里的工资一年5000元左右，戌洪娣一

个月300元工资。虽说两人生活在农村，生活开销不

大，但“逢年过节看望亲戚长辈的礼品，各种人情往

来”，一样也不能少，工资根本不够用。

  2003年，结婚近10年，家里收入早已难以为继。杨

旭宇表面装得很平静，心里却一直想改变家庭的经济

状况。他很清楚，光靠微薄的工资难以扭转困境。那

时，村里没有什么增收的产业，唯有茶场在镇里还有

点名气，但真正挣钱的人寥寥无几。

  经过考察和一番思想斗争，杨旭宇从朋友处借来

3万元，承包了45亩茶场——— 他的想法很简单，那时做

茶叶的人不多，应该能赚钱。对此，戌洪娣一开始并不

同意，她不看好茶场能挣钱，认为还是教书好，不愿意

和他一起经营茶场。

  家里的第一次重大决策，没有得到妻子的支持，

但杨旭宇没有退缩。从此，每天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

人们还在梦乡的时候，杨旭宇已经骑上摩托车出发

了，驮着晚上制作好的茶叶到市场上批发。卖完茶叶

再赶去村委会上班，到下午4点多又开始制作茶叶，一

直到凌晨1点左右结束，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过程很辛苦，但也能赚到钱。”在日复一日的忙

碌中，杨旭宇看到了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希望。

  “每次他的茶叶一卖掉，就哗哗地数钱，比我一年

的工资还多。”戌洪娣回忆说。

  一年后，戌洪娣辞掉了乡村代课教师的工作，加

入茶场的经营管理中。有了妻子的加入，杨旭宇干劲

更足，逐步扩大茶场规模，增加设备，还建起了茶叶加

工点。

  这一年（2004年），杨旭宇当选为村支书。

  当时，溧阳市正在发展旅游，戴南村正好南靠南

山竹海，西北挨着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目湖，处于两

大景区之间。看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杨旭宇夫妇有了

新想法，决定利用路边的老宅子向游客兜售茶叶。为

此，他们还买来冷库，把茶叶储存起来——— 这样就可

以一年四季坐在家里卖茶叶了。

  从批发转为零售，初试效果不错，当天即有顾客上

门。后来，他们竖起了“绿香茶园”的牌子，不论是从南山

竹海出来的，还是进去游玩的，“老远就能看到牌子”。

  “那时生意真的好做，买茶叶的人都要排队，一批

一批客户在家里等，连包装茶叶都来不及。”杨旭宇夫

妇一想起当年茶叶销售的火爆场面，就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

  戴南人对茶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戴南

村就有了茶场，不少村民家里也有茶园，村里人看到

杨旭宇家因茶而富起来后纷纷效仿，有的做茶叶加

工，有的承包茶场，还有的在自家山地里种茶树。

  一时之间，戴南村的老百姓都动起来了，出现了

近20家茶叶加工点。杨旭宇和他们一道为当地老百姓

加工并收购茶叶，及时解决了部分老百姓的茶叶销售

问题，把他们的农产品变为商品。

  “基本每一个茶叶加工点都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

来源，种茶的老百姓一亩地也能挣四五千元，极大地

促进了他们的增收。”杨旭宇说，村民们的加入，有力

促进了茶叶市场的活跃度。

  卖茶3年，杨旭宇家建起了别墅。

经营茶场照顾家庭

妻子无怨无悔付出

  杨旭宇夫妇抓住发展机遇，不断兼并茶场，从45

亩到116亩，再到170多亩。茶场面积扩大了，但已是村

支书的杨旭宇却无暇顾及茶场，只得全部扔给戌洪娣

打理。

  “她一个人太辛苦了。”杨旭宇内心一直很内疚，自

从当了村支书，他的时间都围绕着村里的事在打转。

  170多亩地的茶场并不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四五

个小山头上。每到采茶季，100多名采茶工的一日三餐

就成了大事，戌洪娣必须每天赶早去买菜，再按时把

饭菜送到每一个采茶点。一整天，戌洪娣几乎都在几

个茶场奔波。

  “在这丘陵山区，我有170多亩茶地，每一片土地

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像现在这个季节，我必须穿着球

鞋满山跑，看看哪一株茶叶出来了，预计一下什么时

候让采茶工人进场采摘。”每年的3月，戌洪娣都会在

几个茶场里穿行。

  上午采的茶，下午制作；下午采的茶，晚上制作。

这是每一个茶人都要遵守的制茶流程。

  “杨书记给我搭建了这个平台，我就要经营好。”

戌洪娣打趣道。

  对于戌洪娣来说，最

辛苦的事情并不是这

个，而是她在9年

时间里要一

边经营茶场，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

  “我父亲瘫痪后，母亲没多久就病故了，我妻子接

下了照顾父亲的重任。”面对戌洪娣，杨旭宇满脸

愧疚。

  老人最喜欢吃豆浆泡油条。每天早上6点，戌洪娣

就起床了，买油条、磨豆浆，把油条剪成一段一段……

这成为戌洪娣一天的开始。

  一到春天青草发芽和即将入冬时，老人的哮喘病

就会发作。每到这时，只能靠吸氧来缓解。这期间，戌

洪娣每天晚上10点多就会拿着两个氧气袋，骑着踏板

车去镇卫生院充氧气。氧气袋没地方放，就用腿夹一

个，车子前面挂一个……

  那9年虽说辛苦，但戌洪娣却“感觉不到有多累，

可能是我所做的一切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有使不

完的力气”。

  如今，虽然两位老人已去世多年，但是每年春节，

杨旭宇的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妇、侄孙都会提前搬

到他家里来过年。每天早上6点不到，戌洪娣就会按照

当地习俗，为大家先做红枣煮鸡蛋，然后再做团子烧

泡饭，年年如此。

  回忆春节的场景，戌洪娣喜笑颜开，说一大家子

能围在一起拉家常是件很幸福的事。

  在戴南村，戌洪娣已成为村里人心中的一面旗

帜，都希望自己的儿媳妇“能像小戌这样好。”但戌洪

娣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整天在田埂上奔跑的农村妇

女”而已。“一路走来，有人羡慕，有人觉得我艰辛，但

我自己感觉幸福满满。”

  从只有一间房子到建别墅、买厂房，再到去城里

买精装房……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不断得到回报。

  戌洪娣希望和采茶女一起慢慢变老，“她们采茶，

我做茶卖茶”。

  又是三月天，杨旭宇夫妇望着眼前绿油油的茶

场，心情格外舒畅，“茶叶马上又到采摘的季节了”。

花费巨资改建老宅

打造乡村精品民宿

  如果说杨旭宇家是因茶而富，那么民宿则为他打

开了另一片天地。

  出溧阳城区，沿着彩虹色的网红公路“一号公路”

向南20余公里，便是戴南村。杨旭宇家的民宿——— 溧

阳戴埠绿乡民宿，就在离戴南村委会不远的“一号公

路”边上。

  绿乡民宿的诞生，源于2016年溧阳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的全力推动旅游发展上新台阶，为旅游发展

打造精品民宿。

  那年，戴南村的茶叶种植面积逐渐扩大，茶叶在

市场中已呈现饱和状况，这次党代会为正在寻求茶叶

销售渠道的杨旭宇夫妇开启了新思路。

  “做这个民宿也是为了和茶叶销售相结合，实现

配套服务。”戌洪娣不想让茶场就此倒闭，她喜欢种

茶、制茶、卖茶，毕竟他们为茶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绿乡民宿”中的“绿乡”取自“绿香茶园”中“绿

香”的谐音。

  绿乡民宿是一栋两层的小白楼，一楼为餐厅，二

楼为客房，红砖铺地砌墙，上下落地窗门显得明净通

透，门前有近1000平方米的庭院，绿植花卉沿着大小

两口池塘生长，红梅的花瓣漂满了小池塘的水面，鱼

儿在里面游得正欢，两座亭台一前一后错落有致地镶

嵌在大池塘边上。

  当年，民宿对于杨旭宇夫妇来说，还是一个相对

陌生的领域。为了打造这家民宿，戌洪娣专门到引领

全国民宿行业的浙江莫干山做了一个月的深度调研。

  调研结束后，夫妇俩邀请设计师对自家1988年建

造的老宅进行设计、改建。

  改建老房子的预算从80万元增加到了350多万

元。“为此，杨书记跟我急了，说‘这个家老子不当了，

你当。’”戌洪娣回忆说，当时她也没想到打造一家民

宿要花这么多钱，但仍听从了设计师的建议。“现在来

看，设计师的建议是对的，很有长远眼光。”

  虽说民宿的改建超出预算很多，但改建完成后，

绿乡民宿成了戴埠镇第一家精品民宿，走在了溧阳市

民宿的前列，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绿乡的带动下，民宿业在戴埠镇蓬勃兴起，仅

戴南村领执照的民宿就有近30家，运营得比较好的有

八九家。

  绿香茶园带动了当地老百姓致富，而绿乡民宿则

吸引了一批大学生和创业者回乡创业。“现在做民宿

的人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她们读过大学，接触层面广，

我应该向年轻人学习。”戌洪娣感慨道。

  “我们做民宿的初衷就是带动茶叶销售，现在已

经做到了这一点。”戌洪娣说，很多民宿客人也成了她

茶叶上的客户。

  这与戌洪娣以茶交友分不开，凡是进店的客人，

她都会提供免费的茶供客人品尝。有时还会给客人送

小罐茶作为礼物，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杨旭宇告诉记者：“现在民宿特别多，到处都是，

加上这两年疫情的原因，出来旅游的人少了。目前，很

多人在考虑转型。”

  所谓转型，就是借助于民宿这个平台，向客户销

售季节性水果、农副产品。他悄悄地告诉记者：“像我

们每年卖的笋干、土鸡蛋、香肠、乌米饭，还有水果等，

远远超过了做民宿本身的价值。有些年轻的民宿老

板，每天都有两辆快递车停在那里帮他们发货。”

  “从持家到治家再到发家，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过来的。”杨旭宇说。

学习运用法律知识

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曾经，戴南村经济很落后，但完

好的生态资源却成就了她日

后的发展。

  近年，戴

南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落户于此的溧阳

市最大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悠然·南山”，积极打造

集生态、绿色、养生、休闲等为一体的特色田园旅游

乡村。

  从“悠然·南山”旅游接待中心沿着彩虹路的分流

线进入戴南村，一条双车道的柏油路在村庄里穿行，

道路两边的田地间散布着各种主题的动物造型，民

宿、餐饮依着田地、山坡而建。从高处望去，全都镶嵌

在丘陵山区的田园风光里。

  徽派特色的建筑、外墙上大幅的乡村绘画、屋后

整齐的小菜园，包括独特设计的公厕，全都成了村中

的一景。

  杨旭宇在村里已工作了27年，今年是他担任村支

书的第18个年头，见证和参与了戴南村这些年来的变

迁和发展。

  在2012年以前，戴南村仍比较穷，不少老百姓日

子不好过，村里除了部分做茶叶加工和有茶场的人收

入还可以外，多数老百姓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

打工。

  深思熟虑后，杨旭宇决定将治家、发家的理念和

经验用到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任期

内要完成的“大事”目标。

  其间，有一件事让杨旭宇记忆犹新，那就是计划5

年完成的户户通水泥路，1年就实现了。“这得益于我

们早早制定了这个目标，如果村里没有这个打算，就

不会得到上级的大力支持。”

  同时，杨旭宇提出，要把因重新规划而暂停下来

的亮化工程在“近3年完成”，要让村里和城里一样，家

家户户门口都有路灯。

  2012年以后，溧阳市对丘陵山区进行旅游开发，

村里老百姓的日子明显好起来。但真正走上富裕之

路，还是从2015年溧阳提出发展全域旅游开始。

  这一时期，南山花园、上海耕莘颐苑、乾隆养生

谷、南城等大型文旅企业陆续入驻戴南村。在政府支

持、社会资本融入、村委会的参与下，戴南村的3000亩

土地流转，改造成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体验式农

业，现代农业代替了传统农业，村里的环境得到了提

升和改善，原先脏乱差的小山村换了容貌。

  从此，村民成了股东，部分村民还成了产业工人。

  “这些年来，发放到村民手中的土地收益和青苗

补偿款估计有两亿元，平均到每家有18万元左右。除

了这笔收入，每年还有土地租金的保障。有的村民还

做茶叶生意，有的出去打工或在村里做产业工人（每

月收入4000元左右），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升。”杨

旭宇说。

  杨旭宇还为村里引进了一家专做农产品互联网+

的企业，每年6000万元的销售额，极大地解决了村里

农副产品的销售难题。

  他现在又制定了下一个目标：“也许在我这届解

决不了，就是农村养老问题。”

  “以前村里有矛盾，基本上当天就解决，不会拖到

第二天，但现在有些矛盾没办法当天解决——— 有些要

求提得很过分、不合理，根本解决不了。”一直以来，杨

旭宇既当书记又当调解员，深刻地感受到，现在有些

矛盾纠纷，用传统的“讲理”已无法调和，“很多事情还

是应该依法解决”。

  10多年前，丘陵山区的责任田没人愿意种。现在

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土地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村

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

多，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溧阳市

司法局在戴南村设立了“百姓议事堂”，专门为老百姓

宣讲法律知识，化解土地、拆迁、邻里之间等矛盾纠

纷。杨旭宇兼任“百姓议事堂”联络员。

  “‘百姓议事堂’作为乡村治理的新载体，在充分

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把农村有能

力、讲公道的人团结在身边；把群众关心的事项和涉

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作为议事重点；把话语权、评判权

还给群众，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

接；让群众主动参与到乡村发展中来，探索村民参与

式的治理新路，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让

老百姓有个讲法说理议事的地方。”溧阳市司法局局

长孙斌向记者道出了当初设立“百姓议事堂”的初衷。

  溧阳市司法局副局长花莎补充道，“凡是有关土

地确权、流转、承包、征收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都由‘百姓议事堂’协商讨论”。

  杨旭宇作为“百姓议事堂”的联络员，和其他村干

部一道，积极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化解村里的矛盾纠

纷。仅去年，就化解重大疑难纠纷28件。戴南村以“乡

规民约”三十条，让“乡风文明，创美丽乡村”在小山村

得以践行。

  目前，“百姓议事堂”已覆盖溧阳市227个村（社

区）。2020年，通过“百姓议事堂”化解矛

盾纠纷6132件。2021年，戴南村荣获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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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今年3月，

杨旭宇夫妇在茶场察

看茶叶出芽情况。

  图②  “绿 乡 民

宿”一角。

  图③ 戴南村积

极打造特色田园旅游

乡村。

  图④ 穿村而过

的彩虹公路。

  图③由受访者提

供，其余图片均由张

贵志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