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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田村貌

茶田村一角

新建的茶田村村部

■ 欧阳伟

石榴花开得红火，从农家院落探出头来，

像热情奔放的孩子。这天上午，阳光柔和，西

藏扎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尼玛次仁

带领39名基层书记来到湖南省醴陵市茶田村，

交流乡村振兴经验。茶田村党委书记兼村主

任瞿辉明一边招呼客人，一边详细讲解，喜悦

和自豪写在他的脸上。

一

茶田村是年轻的。2005 年，茶埠塘村与田

家冲村合并，成为新的茶埠塘村；淇田村与横

岭村合并，成为新的淇田村。

2013 年，瞿辉明被选为淇田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主任，那年他 40 岁。瞿辉明在外打拼多

年，生意好时，他是身家百万的老板；生意失败

时，血本无归，还欠下100多万元的债。伤痕累

累的他回到了家乡，准备从头再来。2017 年，

茶埠塘村与淇田村合并，叫茶田村。瞿辉明当

选了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年过古稀的黄春才，曾经是田家冲村的老

支书，他说：“瞿书记前些年不走运，在外地做

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回来后做什么什么亏，后

来养鸡才好起来。我们选他就看中他这一点，

他敢想敢闯，屡败屡战，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

劲儿。”

茶田村是灵动的。茶田村位于湖南省醴

陵市东南部，离城区 18 公里，106 国道、醴茶铁

路及武深高速穿村而过，境内设有武深高速与

106 国道互通出口，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

利的交通条件。这里常年绿意盎然，春天里桃

花、李花、梨花、小野花竞相绽放，绚丽多姿；夏

日炙热，稻田在阳光下泛着金光；秋天瓜果飘

香，色彩斑斓；即使是冬天，所有的生命都张扬

起绿色的“旗帜”，由远而近，层层叠叠，一派生

机勃勃。

但彼时的茶田村却是个负债村，是一个缺

少产业“捧着金饭碗要饭”的“空壳村”。

那年正月，春寒料峭，瞿辉明就带着村支

“两委”干部出发了，到长沙、浏阳、宁乡等地 9

个村实地考察。他清醒地意识到，茶田村基础

差、底子薄，无法与人家比。可是他坚信，别人

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瞿辉明提出要成立一家村集体的公司，村

支“两委”中竟然没人支持。瞿辉明晓得村民

心里在想什么，早些年村里也办过企业，为首

的赚了钱，参与的村民却亏了钱。为了打消村

民的顾虑，他带头入股，而且是大股。

瞿辉明的妻子何艳华却坚决反对。他认

真地对妻子说：“我是茶田村党委书记、村主

任，我不带头干，村里人能有好日子过吗？”

“我们要打造一个茶田月色生态乐园。”瞿

辉明给村民描绘了一幅茶田月色的美好蓝图：

把村里抛荒的地，包括农田、荒地和坡地都利

用起来，能种水稻的种水稻，能养鱼的养鱼，能

种植果树的种植果树。有了生态再增加游乐

项目，让外边的人都想来茶田月色生态乐园看

看、玩玩，茶田就是个聚宝盆。

有村民动心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近 30 人入股 146 万元。4 月 23 日，

醴陵茶田成立了公司，村级占股 18％。瞿辉明

解释，村级并不投入资金，而是服务入股，占利

润股的 18%，也就是说公司赚了 100 万元，村级

得18万元。

“我们有大片土地，交通便利，有一个团结

务实的村支‘两委’班子，这就是最好的基础，我

们有办法有信心。”瞿辉明说，“大家投入的都是

血汗钱，万一亏了，我有55%的股，我占大头；赚

了钱我先一分不要，先将45%分给你们。”

书记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家情不自禁

地鼓起掌来。

钟业军是瞿辉明引进回来的第一个乡

贤。他将原苗木基地重新设计，打造了集餐

饮、休闲、体验、观光于一体的茶田山庄。作为

茶田月色生态乐园餐饮部分，由钟业军承包经

营，每年按比例交公司承包金。他流转土地

200 多亩，创办了一个藏香猪养殖基地，鸡、鸭、

鹅、鱼、黑山羊等都有放养基地，还有蔬菜基

地，全是绿色生态菜品，深受游客喜爱。

摇摆桥、沙滩车、碰碰车、骑马射箭、音乐

冲关城堡、大象水上冲关城堡、丛林穿越……

一个个项目纷纷落地。

人从哪里来？

瞿辉明曾经搞过乐队，乐队就是一支流动

的宣传队。他请来 20 支乐队，每队赠送 300 张

免费游玩票，20 支乐队跑遍了醴陵每个乡村，

这样，大家都晓得了茶田月色生态乐园。开张

后，每天来这里游玩的人在5000人左右。

一位老者说：“这里过去叫雨露坡，‘雨露坡，

雨露坡，豺狗野猫来练窝。白天不敢去，夜里不

敢走，赶得鬼出’。没想到如今大变样咯。”

茶田村党委专职副书记易国荣，曾是田家

冲村会计，早年辞了职去广州打工，年过半百

的他回了村。事后他对我说：“我原先并不认

识瞿辉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观察 3 个月再

说，行就跟着他干，不行我就辞职。”

不到 3 个月，易国荣激动地说：“瞿书记有

思想、有担当。我打心里佩服他，死心塌地跟

他干，跟他干有奔头，村民有盼头。”

二

茶田村是醴陵市“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村之一。作为湖

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醴陵市委委员、泗汾

镇茶田村党委书记、村主任，瞿辉明兴奋地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乡村振兴、村级集

体经济，为我们描绘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我

们就是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这一年，茶田村以村级出地、投资商出钱的

运营模式，盘活了2000 多亩土地。将原田家冲

村村民搬走后留下的原有房屋，统一规划、统一

装修，保护了村民的原住房。

在一次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育培训班

上，瞿辉明听了全国著名“三农”专家卢水生教

授的课，他找到卢教授，介绍了茶田村的现状，

谈了自己的想法，卢教授发现这个村书记有胆

识、有魄力，是个干大事的人。

卢水生教授多次到茶田村考察，现场指导

“三变改革”，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瞿辉明和村支“两委”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对符合条件的村民发放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农民享受股权红利。

村集体收入每年留足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村

级公益事业发展，再经村民议事委员会确定分

红比例，按村民出产的农产品交易量实行二次

返利。

“茶田村能有今天，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村民邓元牛原本靠国家补贴过日子，他说，“我

用5万元国家贴息贷款投资，不光有利息回报，

还有分红，往后的日子肯定还会更好。”

茶田村 2020 年村支“两委”换届，181 人投

票，瞿辉明以 179 票当选。瞿辉明在“村官”岗

位上已经干了整整十年。这十年，茶田村修环

村路、通组路达 70 余公里，水利建设投入 1000

多万元，新建了一栋村部大楼。茶田月色吸引

游客近 50 万人次，年收入达 500 多万元，净利

润约 200 万元。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0万元。

一件件实事开花结果，一张张笑脸绽放，

村民们心里乐开了花。

三

“瞿书记你出来，他们可以吃低保，我为什

么不能吃？”来人叫朱岳龙，气势汹汹。

瞿辉明接到电话，急忙从外面赶回村部，

客客气气地将朱岳龙请到办公室，沏上一杯绿

茶，双手递到朱岳龙手上。

在农村，低保是个敏感词。谁能吃，谁不

能吃，村民心里跟明镜似的。

朱岳龙“哼”了一声，说：“你今天不给我一

个交代，我就不走了。”

瞿辉明笑着解释：“朱老，吃低保是国家的

政策，以前是有不合理乱象，不该吃的也吃了，

该吃的又没吃到，大家意见很大。这次我们村

支‘两委’、监督委员会、议事委员会、组长、党

员、村民代表共300人集体评议，取消了不合理

吃低保的 29 户 160 多人，其中有原村干部的直

系亲属。”

朱岳龙大声嚷嚷道：“我不管，别人吃得我

就吃得。”

瞿辉明从柜子里拿出一本茶田村低保花

名册，递给朱岳龙。朱岳龙赶紧找来纸和笔，

准备抄下来。

瞿辉明拦住他，说：“你不用抄，太难抄了，

我复印一份给你，你回去慢慢看，你看哪个条

件比你好，我就把他拉下来。”

过了两天，朱岳龙又来到村部，对瞿辉明

说：“书记，这上面的人都可以吃，我不能吃。

你这个人办事公道，我心服口服。”

这件事很快在茶田村传开了，“仓屋三龙”

是仓屋组的吴仁龙、朱岳龙、刘桂龙，是响当当

的“强人”。有些原本想闹事的人，见朱岳龙都

服服帖帖了，也不闹事了。

吴仁龙是“仓屋三龙”的“老大”，今年85岁

高龄，头发雪白，身板笔直。他于1957年入伍，

在某部当兵 5 年，退伍后当过村干部。他性格

耿直又倔强，曾经与原村干部关系很僵，经常

上访告状，成了镇上、市里甚至省里的“常客”。

瞿辉明立下一个规矩，每年八一建军节，

要把村里所有退伍军人请到村部来，开一个

“荣军”大会。村部大厅墙上，有一块“退伍军

人光荣榜”，第一个就是吴仁龙的军装照。吴

仁龙激动地说：“这样一个会、一个榜，村上从

来没有办过，瞿书记记得我们，我们这些老军

人找回了光荣感自豪感。”

……

“春雷，你清点一下，没错就在本子上签个

字。”瞿辉明将最后一包饲料放好，直起腰来说。

瞿辉明告诉我，瞿春雷本人肢体四级残

疾，父母年老多病，孙子还在读书……

易国荣掏出一个黑皮封面的记录本，上面

写着：“10 月 4 日，发放鸡苗 130 只，饲料 6 包。”

“10 月 15 日，泗汾镇畜牧站站长陈小明上门为

贫困户进行防疫工作和技术指导。”……

在茶田村村部，我看到 11 个这样的“重点

帮扶记录本”，一次次、一笔笔记录了11家特困

户从入户调查、发放鸡（鸭）苗、送饲料、防疫和

技术指导、产业发展到最后获益的全过程。每

一次都有黑白照片贴在上面，那是见证，更是

爱心。

茶田村共有49户贫困户，村支“两委”和评

议小组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11 户贫困户进行重

点产业扶持。2020 年 11 月茶田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49户160人全部脱贫摘帽。

在月塘组周流树家，周流树从堂屋椅子上

站起来，颤颤巍巍地移动着脚步，嘴角扯到耳

根处，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老婆谢志莲

从外边赶了回来。“20 年前我老公中风就是这

个样子，要不是村上照顾，我真不知道怎样

过。”谢志莲说，“我老公吃了几年低保，眼下作

为贫困户，瞿书记特别关心，如今我儿子在外

打工，儿媳安排在村上电子厂上班，两个孙女

上小学，我在村上当清扫员，可以照顾家里，踏

实多了。”

前些年村上修路，也有人计较，多少钱一

分地，多少钱一棵树。要占用周流树家的一块

地，还要砍掉几棵树，谢志莲当场表态：“书记

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山是我们的，更是国家

的，修好路大家走。”

四

在高速公路泗汾出口右侧100米，一大片果

园让一种生命的绿色铺张开来，葡萄架上挂满

葡萄，一串串绿色的精灵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叶阳武是个勤快人，他看中了果园产业，

从 2015 年开始在村里流转土地 70 多亩，种植

葡萄和草莓。可早几年，葡萄、草莓收成不错，

可就是卖不出去，烂掉不少。

如今叶阳武成了茶田月色生态果园负责

人。他说：“这些年，我承包经营了葡萄园、草莓

园，还有柚子园、橙子园、沃柑园、瓜果园……真

的是四季瓜果香。我是搭上了村里的‘致富快

车’，日子是越过越甜美。”

叶阳武夫妇全身心扑在果园，7 大果园占

地 400 多亩，分散在多处地方，一到采摘季，忙

得不可开交。他们请村民来帮工，仅葡萄园就

安排 20 多人，整个生态果园每年安排 80 多人

就业。一些有眼光、有实力的村民把荒地开发

出来，种植杨梅、柚子、橙子、板栗、葡萄等，叶

阳武成了大家的榜样和技术顾问。

茶田村还建立了烘干基地，9 台烘干设备，

一日可以烘干 800 亩田的稻谷 400 吨。茶田村

有 5000 多亩田种植水稻，如今有了烘干基地，

村民们再也不因天气而犯愁了。一到收割季

节，周边村、镇、县（市）种粮大户都源源不断地

把稻谷运来，烘干后再送到粮库去。

如今，茶田村正在将境内 16.6 平方公里的

土地规划为五大区：农旅休闲区、稻田观光区、

原乡生活区、生态涵养区、森林康养区。瞿辉

明带着我们，边走边看边说，一个个大区宛如

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

农旅休闲区，围绕着高速出口一带，集中在

月塘组、段村组、羊古塘组和龙家组，包括茶田

山庄、垂钓中心等休闲农业，突出一个“农”字。

稻田观光区集中在原横岭村片区，合作社

大面积种植双季稻、油菜等农作物，形成了季

节分明的观光性农业，让农田里“长出”新景

观，突出一个“画”字。

原乡生活区集中在原茶埠塘村片区，这里

村委会、企业、是集中居住区和人员密集区，仍

保持着许多原生态住房和生活方式，突出一个

“乡”字。

生态涵养区集中在原田家冲村片区，这里

的村民全部迁出去了，建设起大型养猪场，突

出“生态”二字。

森林康养区集中在洪田片区，这里是山区

地带，有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胡道峰，森林覆

盖率达 70%以上，环境幽静，冬暖夏凉，泗汾镇

敬老院就坐落在这里，100 多位老人在这里安

享晚年，突出“康养”二字。

瞿辉明说：“茶田村必须坚持党建引领，走

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要敢于改革创新，让农

民的思想新起来，个个都成为角色。”

茶田村先后引进 19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2000多个，当地村民占80%以上。

站在“茶田月色”二期瞭望台上，山地赛

车、彩虹滑道、迷宫探险等项目尽收眼底，一大

片新开发的土地上栽种着许多橙子树。

瞿辉明说：“陈觉、赵云霄是一对革命伴

侣。陈觉就是我们泗汾人，这橙子树还有一段

英雄故事呢。”

茶田村人给它起名“启明橙”，一般的橙子

都是秋冬时节成熟，启明橙却是每年清明节前

成熟。那是革命的种子、红色的血脉。

茶田村已将易樾村等零散的 15 座烈士墓

集中安置在月塘组，建成茶田村“烈士陵园”，

在欧塘组易氏祠堂内设立了醴陵南二区革命

烈士纪念馆，收集革命烈士名单90人和部分革

命文物，联手打造周边多个红色景点，开辟一

条红色主题观光路线……

未来，红色将成为茶田最美的颜色。

（作者简介：欧阳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
名誉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