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一脚、浅一脚，10月11日，57岁的王光德身穿雨衣、手拿镰刀，冒着细雨行走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
县河镇乡海雀村平均海拔2300多米的山林里。村里的133座山头，34年来已从荒山野岭变为郁郁

葱葱的山林。作为村中护林队的队长，7年来他与10名队员一道，365天每日守护着这片山林。
“这1.37万亩山林，是全村人赖以生存的‘宝地’，正因为有它们，才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海雀人。”王光德说，

“我还活着一天，就要守护它们一天。”
海雀村，这个与神秘的夜郎古国遗址仅一山之隔的地方，曾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常年居住的260户995人

中，苗族居民占了绝大多数，彝族居民有55人。这里曾经“苦甲天下”，贫困程度甚至震动了中南海。而王光德守护
的这片山林，见证了三代海雀人从“山秃水枯”到“山青水绿”，从“家家断炊、衣不遮体”到实现全面小康，人均纯收入
34年来翻了490倍。海雀村，正走出乌蒙深山，向外界伸出欢迎的双臂，融入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伍雪梅 贵州毕节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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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33元到16200元
森林覆盖率从5%增长到

77.21%

修建了柏油路，接上了互联网，
家家门口停着小汽车……逛遍海雀
村每一个角落，很难想象，这里2002
年才通上电，现在俨然已是一个现代
化的新农村。早上6点，王光德在村
口召集大家签到，然后每名队员按划
分好的区域，开始巡山。

“巡到中午回来吃饭，然后再巡
山到晚上六七点，365 天风雨无阻。
主要看护牲口，不让它们到山林里破
坏幼苗，同时防止有人乱砍乱伐。”王
光德很自豪，因为他们11人守护了养
育995口人的山林，“40多年前，村里
的饮用水都是浑浊的，空气里尘土扑
面，连牛吃草的地方都没有。”

过 去 生 态 恶 化 导 致 的 荒 山 穷
岭，现在变成了漫山遍野的翠绿山
林。1986 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文朝荣带领
村民，在第一座山头栽种下第一批
苗木。因为有了这片山林，浑水变
成清泉，空气变得清新，村民们连
病都生得少了。2016 年，海雀村整
村脱贫。

34年过去了，海雀村的荒山已栽
满 1.37 万 亩 林 木 ，经 济 价 值 高 达
9000 余万元，森林覆盖率从过去的
5%到现在的 77.21%，被评为全国绿
化千佳村。人均纯收入从过去的 33
元，增长到2020年初的16200元，翻
了490倍。

曾经马皮做衣百日断粮
村支书种树兴农带领海雀

村奔小康

30多年前的海雀村什么样？“我
小时候的记忆里，大家几乎每天都
在饿肚子，一年 9 个月靠吃荞麦续
命，正月、二月、三月断粮，靠四处赊
借粮食度日。”文朝荣的儿子、现年
57 岁的海雀村村支书文正友回忆，
村民们走路到镇上要花4个小时，住
的是茅草房土坯墙，杀马取马皮来裹
身权当“衣服”。

文正友还记得父亲当年提出的
海雀村生态发展模式：山上有林就能
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
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生活
才会富足。“他说，现在从我们这一代
开始种树，一代一代种下去，海雀村
就有希望了。”

1984年，时任村支书的文朝荣决
心带领村民们自立自强，首先面临的

难题就是吃饱饭。“有一天，父亲召集
村干部在家开村委会，商量着要做村
民的工作，种地膜包谷。”文正友说，
可大家都不愿意，肚皮都填不饱，谁
还有心情搞科技农业。

于是，文朝荣和村干部一家一
家地走访、劝说，终于动员了少数村
民。第二年，以前亩产 250 斤的包
谷 ，采 用 地 膜 技 术 后 亩 产 量 达
700-800斤。这下，全村沸腾了，大家
都涌向村委会，争着要种地膜包谷。

吃饭的问题解决了，文朝荣开始

将心思放在种树上。1986年，因为条
件有限，栽种的树木很少。1989 年，
海雀村开始退耕还林。这一年，恒底
区拟提拔文朝荣担任四方乡科技副
乡长，经过反复思考，文朝荣放弃了
提拔，回到海雀村带领村民继续种
树。1996年，文朝荣带领村民在山上
大规模种植华山松、马尾松等林木，
荒山逐渐变成了青山。

林木栽起来了，怎么持续发展？
“我记得父亲说过：海雀村的山林要想
一代一代绿下去，三分靠种，七分靠
管。”文正友说，当时父亲召集全村人，
在村里选了5个村民看护山林，村里每
人出7斤玉米作为他们的工资。34年
来，周边的山林不知发生了多少起山
火，但海雀村这1.37万亩山林从未发
生一起火灾。1.37万亩山林，真正成
为了海雀人唇齿相依的一块“宝地”。

1.37万亩山林成“致富银行”
发展林下经济做大做强村

集体经济

文正友时常站在山林边，想起父
亲临终前的话：“我不行了，你要和村
两委一起，把山林管好。山林没了，
海雀村就会回到以前的苦日子。你
现在当村党支部书记，比我以前当村
支书的政策好。你要一心为民办事，
让海雀人越过越好。”

被王光德称为一片“宝地”的山
林，在文正友的眼中，则是全村人现
在的“致富银行”。这些年来，文正
友带领全村着力发展集体产业——
20 万羽养鸡场，吸纳 20 人就业，村
集体每年可分红 20 万元；100 个食
用菌大棚，让 19 户贫困户年增收
1400 元；500 亩矮化苹果基地，让

34 户村民年增收 1440 元；引进一间
服装厂，解决 50 人就业，每人年增
收 3 万元。

2020 年起，国家每年为海雀村
1.37 万亩国储林下拨 3000 元/亩的
补助，共计4110万元。这一年，文正
友开始带领村民在林下试种中药
材。“我们种过板蓝根、急性子、射干、
菊花等 17 种中药材，成功种植 4 种，
正在扩大种植规模。”

文正友介绍，村里还将试种 100
亩独角莲、1000亩摇钱树。“独角莲经
济效益可观，预计100亩每年可为村
里带来1200万元左右的收入。下一
步，还要建中药材加工厂。”全村成立

“村社一体”合作社，采取“公司+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运营管理模式，
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

30多年来，海雀村充分发挥基层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村支书文
朝荣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从“苦甲
天下”到林茂粮丰的发展之路，先后
被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乡党委评
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集体等。

一家三代村干部“盘活”贫困村
创新打造乡村旅游文化让

海雀村融入外面的世界

30多年前，文朝荣是海雀村的村
支书，他的精神鼓舞着几代海雀人奋
发图强。文正友是现任村党支部书
记，继承父亲遗志，将海雀村引向小
康之路。

今年35岁的文均福，是文正友的
亲侄子，现任海雀村村委会副主任，
同样在脱贫攻坚等振兴海雀村的事
业上拼搏奋进。文家三代人，都是村
干部，为海雀村走上小康之路贡献了
三代人的力量。

未来的海雀村要怎么发展？文正
友心里已经有一盘棋。“前几年，村里建
起了文朝荣党性教育基地，创新打造乡
村旅游文化，紧密与基地融合发展，作
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敲门砖’。”

文正友盘算着，“村里每年要吸引
上万游客前来参观，现在的民宿仅能
容纳 131 人，我计划将它扩建到 300
人的规模。同时，带动村民建特色农
家乐，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产业。我还
想建一个农贸市场，为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创造条件，为村里因病致贫返
贫的村民兜底。目前，村里仅有13名
大学生，我想让娃娃们接受更好的教
育，让他们走出去，也让他们把海雀村
介绍出去，让海雀人越来越好，让海雀
村越来越融入外面的世界。”

从“苦甲天下”到人均纯收入翻490倍

贵州海雀村的34年脱贫路

细雨霏霏难掩海雀村如今的新农村新面貌。

海雀村原村支书文朝荣生前巡山

护林的照片，如今已经进了村史馆。

海雀村护林队队长王光德。

文朝荣的儿子文正友带领海雀村

走向小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