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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岭镇外婆坑村党支部荣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虽然我没有去，但看到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我感到非常激动，心里很高兴。”

昨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镜岭镇外婆坑村党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场直播期间，记者在镜岭镇外婆坑村与村党支部林金仁和

村民一起观看电视直播，亲身感受到当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和脱贫致富的欣喜之情。

外婆坑村地处我县偏僻山区，20世纪90年代初，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96元，在浙江省贫困村中垫底。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努力提高班子自身素质，团结协作，带领广大群众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从修通村公路到大力发展有机茶，发展休闲旅游业，走出了一条致富奔小康之路。2020年，该村集体收入244.88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43560元，实现了从一

个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村”到江南民族旅游体验名村的转型发展。“我们要带领老百姓更加富起来，更上一层楼，让外婆坑越来越好。”林金仁坚定地说。

开出一条脱贫路

外婆坑村位于绍兴、台州、金华三市交界的大山

深处，距离县城42公里，昔日几乎与世隔绝，“开门就

是山，出门就爬岭；看看面对面，走走老半天”，是该村

当年的真实写照。今年80岁高龄的林如良大爷说，

过去的外婆坑村不通公路，外出要走两条路，一条“打

石路”，是石匠在陡峭的石壁上凿出的20厘米宽、60

米长的“鸡肠小道”；一条“五岗路”，可通镜岭镇，但是

走这条17.5公里长的羊肠小道要翻过五个山岗，村民

们去镇里办事，来回需翻山越岭步行8小时。那时村

里的“特产”只有柴，挑一担柴到镇里可卖2元钱，但

必须天没亮就出发，天黑才能返回家。一年到头吃咸

菜，家里养一头猪，到年底也只有六七十斤肉，自己还

舍不得吃。“新昌有个外婆坑，有囡不嫁这条坑，三餐

吃的六谷羹，缺钱缺粮缺姑娘。”林如良说，因为穷，小

伙子讨不到老婆，外婆坑成了远近闻名的“光棍村”。

村里的年轻人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带回许多来自各少

数民族的“外地媳妇”。

“若要富，先修路。”1990年，“箍桶匠”林金仁被村

民一致推选为村委主任。走马上任后，林金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提议修一条通村公路。他自掏腰包2000

元作为启动资金，但对这条长3.5公里，需架设8座桥、

劈岩填土32.5万立方米的公路来说是杯水车薪。为筹

集资金，林金仁一年跑了86趟县城，跑破了三双解放

鞋。在林金仁等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起早贪

黑，带着简陋工具穿梭在岩壁间，测量、打孔、开凿、修

整，饿了就吃自带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没日没夜地

赶工。1992年8月18日，这条“幸福路”终于打通，从此

方便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

种出一片增收叶

光有路，并不能改变外婆坑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1991年，林金仁发现西湖龙井可以卖20多元钱一斤，而

外婆坑村的珠茶才2元一斤，他便确定了发展名优茶

的思路。村党支部发动村民种植龙井茶，两个月内开

辟荒山200亩，全县第一个从外地引进10万株名优茶。

为提高名茶价格，带动村民增收脱贫，外婆坑村

党支部带领干部群众破难题、谋出路，努力改变贫困

村面貌。村里组织开展名茶炒制技术培训，2003年5

月组织农户成立全县第一家有机茶合作社，大力发展

名茶生产；2005年投资50万元新建名茶炒制规范化

示范点。如今，外婆坑村已成功注册自己的品牌——

“外婆坑牌”龙井，远销深圳、北京等地。全村茶园面

积由1991年的96亩增加到如今的1500亩，茶叶总产

值有原来的2万元增加到56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

达到15860元。茶叶成为当地村民致富奔小康的重

要经济来源。

早春时节，嫩芽初绽，外婆坑村男女老少齐采茶、家

家户户炒茶忙，全村沉浸在茶香飘逸、交易红火的氛围

中。“今年天气比较暖和，茶叶生长快，春茶开采时间特

别早。”正在炒制龙井茶的村民林友法告诉记者，他家有

40多亩茶园，自2月21日春茶开采，每天炒制龙井茶约

20公斤，现在的价格为每公斤1000元，一天就有2万元

收入。“以前生产队里炒珠茶，5天炒一担，最高也只能卖

到212元，真是今非昔比啊！”林友法感慨道。

做出一张致富饼

路通了，口袋里也有钱了，以后怎么办？外婆坑

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保存完好的古村落风貌，更

是13个民族聚居的“江南民族第一村”。依靠这些得

天独厚的资源，外婆坑村党支部带动村民做起乡村旅

游这篇文章。2009年，外婆坑村抓住机遇，凭“江南

民族村”的牌子申报“上海世博体验之旅示范点”；当

年12月成为其中一个示范点，游客可以体验住农家

屋、吃农家菜和参观原始纺机、织布机、水车、花轿、捣

臼等特色展品，体验和少数民族媳妇一起唱歌、跳舞，

学做各民族的手工艺。2010年5月1日起，上海世博

会旅游团纷纷来到外婆坑村游览观光，仅当年5月，

就有2万多名世博游客拜访外婆坑，有些还是来自美

国、韩国、俄罗斯的游客。2012年，外婆坑村旅游集

散中心正式营业；2015年被评为省级农家乐特色村；

2017年成功创建为省3A级旅游村庄。

暖阳下，漫步在外婆坑村整洁的道路上，只见许

多人家门口晒着玉米饼，远远望去黄橙橙一片，浓浓

的玉米香让人垂涎欲滴。“刚煎好的玉米饼，尝一下，

很香的哦！”村民杨林娟拿起一张玉米饼，一边说一边

热情地递了过来。她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从全

省各地来的游客每天达4000多人次。“平时一天能卖

个五六百元，节假日一天能卖个上千元。”杨林娟说，

正月初五那天，有一个嵊州游客一下子买去40包，塞

满了小车的后备厢。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游客量的增多，当年用于

果腹的玉米饼摇身一变，成为深受游客欢迎的休闲小

吃。一张张金色的玉米饼做出大市场，全年销售额达

到600万元，让这个昔日贫困村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

一家人齐心奔小康

在村务公开栏中，记者看到一份《外婆坑村2021

年工作思路》和一份《班子任期目标》，要求今年重点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抓好“三治一提升”、垃圾分类和村级

全科网建设等工作。近年来，外婆坑村党支部切实加

强班子建设，以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

《村两委会议事决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外婆坑村

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实行农村党员分类定责和包户

定责制度，每名党员联系一户贫困户，每季开展“党员

义务劳动日”活动，做到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管理

人。为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村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全

面硬化村庄道路，安装路灯，新建垃圾房、公共厕所，办

起资料阅览室、民族文化室等党员群众文化活动设施，

极大地改善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丰富村民精

神文化生活。

在发展乡村休闲游中，林金仁注意到，来外婆坑的

游客大多只是短暂的游玩，留宿的客人不多。经过长

期考察和研究，一条以“体验式采摘游为主，高端民宿

和多样化农特产品为辅”的发展思路逐渐形成。从

2013年开始，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外婆坑村建起农

家乐集散中心，一次可接待200人就餐，住宿房间也全

部做了更别致的装修。如今，村里开起13家民宿、农

家乐，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来。“村里村外”民

宿经营户林永龙告诉记者，游客可以体验住农家屋、干

农家活、吃农家菜、赏农家风景。如今，外婆坑村已拥

有众多标签——江南民族村、网红打卡地、避暑圣地、

旅游风景小镇核心区等，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

营业收入2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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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条路、一片叶、一张饼之后，“奔向小康”

已成为外婆坑村党支部又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

林金仁说，外婆坑村现有6个自然村，他们计划对

周边自然村进行开发，引入专业团队，加强景区运

营，力求打造一个游玩时间达 6 小时的“大外婆

坑”景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我们正在修

建一条当年红军走过的‘红色古道’，长约3公里，

目前已修通三分之二。”林金仁表示，“外婆坑村

从一个贫困村到现在的富裕村、小康村，是靠村党

支部带领全体村党员和村民干出来的。今后要

像以前一样更加努力，把乡村旅游做得更好，提

升档次，让村民的荷包更加鼓。”村党支部高昂

的战斗力，让这个小山村的脱贫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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