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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村子比平日更热闹了。在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回家了，

张罗年货、走亲访友。层层叠翠的茶园梯田、错落有致的古朴民居、

天光云影的七彩湖泊……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和闽南乡村的恬然生

活，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来休闲度假。

这里就是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公路蜿蜒盘上近千米海拔，

驱车绕过 200 多个弯，我们抵达了厦门市这个最接近天空的村庄。

军营村历史上曾是一个军营。明末清初，郑成功在此驻军练兵。

由于坐落高山脚下、海拔高、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等原

因，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军营村一直被贫困束缚。“那时候，

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我们用一个 20 千瓦的小发电机组给全村发电，

每户只能用一盏或者两盏 25 瓦的电灯，每天也就够用几个小时。”

高泉国当时是军营村村委会主任，他回忆说，过去山上不见树，粥里

不见米，稍微好一点的土地种了茶，可是山顶缺少植被导致水土流失，

种茶的收入微薄。“村里卫生条件也不好，村民们养猪、养鸡都是放养，

厕所是用土坯搭建起来的旱厕，我们本地人开玩笑叫‘露天碉堡’，

一到夏季就臭气熏天，苍蝇蚊虫满天飞。”

军营村命运的转折性变化，发生在 1986 年。这年 4 月，时任厦

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辗转来到这个边远贫困的山村。

军营村的绿色致富路
◎		求是杂志记者		梁佩韵	刘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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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县城过来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车要 2 个多小时。车只

能停在村口，进村得步行。高泉国告诉记者，总书记当年看望慰问贫

困户、细细了解村里各方面情况，嘱咐村里多种茶、多种果，发展第

三产业，早日脱贫致富。

种茶，军营村不仅土壤和气候适宜，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

种果，村民们却没有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不仅给出种柿子的建议，

还联系相关部门提供了一批优质树苗和扶贫资金。渐渐地，军营村的

山坡成了柿子林；山间平地种植茶叶的面积也显著提高，到 1997 年

超过了 2800 亩。

1997 年 7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来到军

营村。当了解到军营村虽然种茶面积大了，但是缺乏生产设备和先进

技术，采下的生茶不能及时加工而很快腐烂，习近平同志交代相关部

门提供扶贫资金支持，并叮嘱要做好山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引进茶叶

加工厂。看到除了茶园和柿子林，其他的山头光秃秃的，习近平同志

进一步提出：“多种茶、种果，也别忘了森林绿化，要做到山下开发，

山上‘戴帽’。”

有了继续发展的方向，军营村大踏步迈开了种茶、种树的步伐，

两条腿走路、越走越快。

山下，建设了加工厂和购置了机械设备，茶叶从种植、采摘，到

炒制、加工，再到包装、运输，都可以在村里完成。军营村还成立了

茶叶专业合作社，村镇干部带领社员到制茶业发达地区学习工艺，向

全村推广先进技术。茶叶外观好了、质量高了、价格也涨了，茶农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军营村生产的浓香型铁观音

打出了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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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植树造林搞绿化。“这一片林子是我 27 年前种的。”年

逾花甲的高泉辉，是军营村最早参与封山造林的村民之一。高泉辉指

着眼前山头挺拔苍翠的湿地松，讲述自己种树的经历，“我过去主要

是种茶，后来就主要种树了，小三十年造林 2570 亩”。军营村相对

厦门市其他地区而言海拔较高，高泉辉种的主要是大叶女贞、无患子

树等从福建以北省份引入的树苗。山顶土层薄，还要应对台风等沿海

地区的特殊天气，树种下后要用心照料。“虽然种树不容易，但是看

着山头不再光溜溜了，我挺有成就感、挺欣慰的。”高泉辉的言语中

流露着自豪。

始终坚持绿化荒山和发展茶业两手抓，军营村实现了山上树绿、

山下茶绿，生态和产业齐发展、互促进。树在山顶下雨吸水、干旱出

水，巩固和涵养水土；这样一来，山间的茶也长得更好。茶在山间平

地覆盖裸露地表，既丰富植被、促进生态平衡，又固碳净化空气。

近年来，围绕振兴茶产业，军营村生态化改造老茶园 6500 多亩，

更新优质品种，打造有机、绿色、生态、环保优势。本土的茶叶龙头

企业发展起来，建立基地，拓展订单农业，打造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目前我们厂有 4000 亩茶叶基地，实现了高标准食品安全溯源，

每年还大量收购本村和附近茶农的茶叶。现在村里的茶叶不愁销路。”

高炳瑜大学期间到海外学习经营管理，毕业后回到军营村，经营父亲

创办的制茶企业。这位 90 后“新茶农”在传统种茶制茶经验的基础上，

正在不断探索新品种、新工艺。“企业 + 基地 + 协会 + 农户”的模

式，实现了质量控制、商标共享、联合销售，带动了军营村和周边村

镇茶产业发展，扩大了经济效益，促进了村民增收。全村 318 户居民

有 200 多户种茶，2023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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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军营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走

上了绿色致富路。”军营村党总支书记高泉伟感慨道。军营村现有

4100 亩生态林，群山环绕，满眼皆翠，山里还出现了野兔、野鸡。

森林加茶园，每年能固碳超过 1600 吨，碳票交易已经让村集体增收

近 10 万元，绿色资源给百姓带来了真金白银。近几年，军营村做了

整体规划，铺设了户户通公路，让小汽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着力改

善人居环境，动员村民填埋旱厕、修建公厕。如今，村口宽敞的停车

场上整齐排列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村路干净、花木成畦，广电网络

一应俱全，夜晚也有路灯洒下一片片明亮。

环境美了，人气来了，产业更活了。军营村把产业资源、生态资

源转化成旅游资源。得益于地处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交界，且海拔

高、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可以看到雪，高山军营村吸引着周边居民从

都市生活抽身，来体验绿水青山为伴、茶香悠然扑鼻的惬意。海拔高、

位置偏，曾是军营村发展的劣势。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

美化，劣势转化为发展的特色和优势。

目前，全村开办了 70 多家民宿，2023 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

看到家乡发展起来，高树籽结束了四处打工的漂泊生活，回到军营村

开办农家乐。“开始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只有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经营。

后来游客越来越多，我又请了厨师和服务员。”从几十平方米的夫妻

店，扩大到上百平方米的“大饭店”，看到村里的民宿“五一”“十一”

等节假日一房难求，高树籽去年又加大投入装修了民宿，准备今年春

节投入运营。“我的民宿每个房间装修主题都不一样，有的能躺在床

上看星空，有的准备了儿童娱乐设施。叔叔和哥哥经营的民宿，今年

春节假期的房间都预定满了。我也期待民宿上线后能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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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军营村百姓的生活更富了、思路更活了、

追求更高了。保护青山碧水、喜迎八方来客，村民们乐于向游客讲述

军营村的发展故事，介绍露营、“村晚”、高山自行车赛等特色活动。

岁月荏苒，风物变迁，穷乡成了富壤，山村成了花园。牢记嘱托、

践行嘱托，军营村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发展和

保护协调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互促进的绿色之路，成为

厦门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案例，见证了发展理念之变、

发展方式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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