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 景 优 美、 环 境 整 洁，

小村的“脸面儿”干净、敞

亮！这是不少慕名而来

的 游客 对 华 一村的

初印象。

6 月 6 日，华一

村村委委员蔡四军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如今村里每周接

待游客 2000 多人，因乡村旅

游而发展的农家乐有二十多

家，年增收 400 多万元。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产

业，有的村民开农家乐，有

的村民为农家乐提 供家禽、

蔬菜等食材，还有的村民在

农家乐打工。”蔡四军介绍，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有一半都

留了下来，之前外出打工的

也陆续回来不少，“村里发展

了农家乐和采摘园，他们回

来了一样有活干，还能照顾

家庭”。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在岳阳市华容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庄——华一村。位于桃花山脚、远离喧嚣的华一村，自带吸引想要“寻

清净”的城里人的气质：空气清新、环境清幽，有清澈见底的小溪，有一望无际的花海，有碧波荡漾的水库，
有绿树参天的群山……美无处不在，“脏乱差”无迹可寻。

但在之前，华一村还因为过度伐木、水土流失、乱排乱放而显得“灰头土脸”。直到 2008 年年初，村里
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环保协会”），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这个小村也在接下来的 10 年涅
槃重生，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2009 年被授予“省级森林公园”称号；2014 年被列为市级卫生文明村场；
2015 年被列为岳阳市秀美乡村；2015 年被列为省级卫生文明村场；2016 年被列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村
民们都说，咱们村是真正的将青山绿水变成了“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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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灰头土脸，如今盘靓条顺——

华一村：十年环保后，村子如同“开美颜”

2016年，华
一村开

始打造占地160亩的“华

一村花海”，游客在绿水青

山间愉悦身心，也为村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入。

扫一扫，分享华一村
“环保小贴士”

协会成立后，如火如荼的环境保护

工作便开始了。

 谢岳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协会实施了许多接地气的环保措施，比

如植树造林，不荒废宜林山地，自觉保

护名木古树；房屋建设要报批后方可建

造；提醒村民科学施肥，不使用违禁化

肥和农药，并及时回收农药瓶和塑料袋，

不要随意丢弃，“农药瓶和塑料袋都要

挂在电线杆或者树上，等待垃圾车统一

回收，以免污染土地”。

除 了 这 些 细 则，

谢岳平认为，最关

键的是让村民从心

胡蓉所说的“以前”，是

指 2008 年之前， 提 起 那 时

的村容村貌，村民们有一肚

子的苦水。

綦群芝在村里长大，她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小

时候，村里的生态环境很好，

但后来因为山上的树木可以

卖钱，于是大家开始乱砍乱

伐。“树少了，水土流失越来

越严重，最厉害的是 2005 年

和 2006 年，村里经常受到泥

石流的侵扰。那泥石流真是

太大了，不仅淹了农田，还堵

住了溪流，使灌溉大受影响。”

环境变差了，不仅人不舒

服，动物都“不得劲儿”。村

中一位 68 岁的老人告诉记者，

环境最差的几年，听了一辈子

的喜鹊叫声听不到了，小溪

里的乌龟也不见了，“是这几

年环境好了，才又看见它们”。

环境越来越差，村民们

坐不住了。2008 年年初，村

里德高望重的张忠全、郑金

明、严岳坤、严忠汉、郑永胜

等人和寓外乡友一起商讨对

策。寻思来寻思去，大家伙

今 年 34 岁的 胡 蓉是

村妇联执委。之前，胡蓉

和丈夫刘立在外做餐饮，

一年辛辛苦 苦也攒不下

多少钱。从 2011 年开始，

他们回乡开了一 家 农 家

乐。当时村里的游客还不

是很多，但他们认为，只

要环境一直好下去，便“酒

香不怕巷子深”。果不其

然，2013 年开始，农家乐

的生意越来越好，两夫妻

把店子扩大了规模，忙时

还会请乡亲来打工。

“这一切都和村里的

环境保 护有直接 关 系。”

如今的胡蓉深刻地感受

到了搞好环境所带来的好

处，“但以前村里到处都

是垃圾”。

一座小村，二十多个农家乐

困极思变，村里成立环保协会

儿决定成立“生态环境保

护协会”，希望形成人人

自觉保护环境的局面。

当年见证环保协会创

办全过程的华一村村委

委员谢岳平表示，这一想

法虽好，但在“获得村民

认可”这一点上并不顺利。

“比如，会员守则规定，

一旦加入环 保协 会就要

‘只栽树不砍树’，这一规

定和部分人的利益产生了

冲突。”谢岳平告诉记者，

卖树在当时是村民的一项

重要收入，因此许多村民

心里不服气。

为此，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张忠全对村民说 ：“保

护环境，是为子孙后代造

福，为此我们要做出一定

程度的牺牲。”他鼓励大

家去外面务工，而不是通

过砍伐树木增加收入。

除了不能砍伐 树 木，

“入会要缴纳会费”这一

条，也有部分村民反对。

会费主要用于购买必须的

环保设备、给环保做得好

的 65 岁以上村民发放补

贴等，为此，村上又一一

去做工作。

谢岳平记得，当时前

前后后开了三次会，成立

环保协会的决定才得以通

过，“但加入的人并不是太

多，当时村上一共有 220

多户，只有七八十户参加，

其他的还持观望态度”。

环境保护，美了家乡美了心田

 

搞好自家房前屋

后的卫生，是华一村

村民的“规定动作”。做

得不好，还要被“通

报批评”。

里树立环保意识，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最有效的是召开广播会。“广播会一周

一开，做得好的提出表扬，做得差的就

批评。”谢岳平说，保护协会和村委会

每月月底还会对全村的环境卫生进行检

查评比，并将结果张榜公布，“农村人

都要强，也爱面子，你表现得好，我就

要比你更好。而且搞好房前屋后的卫生，

自己住着也舒服”。     

村里环境一天天变好，但垃圾处理

一直是个难题。去年 2 月开始，华一村

实施垃圾分类处理，规定村民在家要用

好分类垃圾袋和垃圾桶，并将垃圾送到

指定的大分类垃圾桶中，村里会派专人将

垃圾收集后再送到镇上的垃圾压缩站。

这虽然是个好举措，但谢岳平坦言，

一开始的效果并不好，“村民们没有养成

习惯，丢垃圾时胡子眉毛一把抓”。见此，

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同时让享受补

贴的老人带头动员子女，这才让工作慢

慢步入正轨。

 到环保协会成立第三年，村民们几

乎都加入了。谢岳平介绍，协会现有会

员 1320 人，基金 100 万元；全村修建农

户垃圾池 350 个，接近一户一个。此外

还配备固定保洁员 6 名，垃圾收集车 2 台。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村里的

环境变好了，村民的心灵变美了。”谢岳

平无不感慨地说，通过组织开展各种环

保卫生活动，不仅增进了村民间的了解，

也增强了凝聚力，民事纠纷几乎没有了。

■花絮

乡村振兴，乡风

文明是保障。作为省

级美丽示范村，华一村

不仅注重环保，要求“头脸

漂亮”，在“文化振兴”上也花了心思。

在采访中，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发现

村里有一栋类似四合院的建筑。从正

门进去，可见院内中间宽阔，两面为廊，

廊下整齐摆放着几排书架，书籍的种

类很多，有文学类的，也有农业相关的

书籍。院子最里面则是一个戏台。

华一村妇联主席陈政芳介绍，这

个小院是村里的文化礼堂，村民可以

免费借阅书籍。戏台则用来举办京剧、

花鼓戏表演等送戏下乡活动，“送戏下

乡很多次了，乡亲们非常开心，因为可

以在家门口看戏”。

村文化礼堂演出过的戏曲很多，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部花鼓戏——

《最美华一村》。陈政芳告诉记者，这

部花鼓戏是村里的离退职老支书张忠

全创作的，讲述的是华一村的民风民

俗和生态环保。张忠全是华容县花鼓

戏协会会员，他组织村里十多个“戏骨”

组建了花鼓戏团，经常在大礼堂排练

演出。

此外，华一村妇联从 2012 年开

始便组织村民跳广场舞，进一步丰富

了文化生活。

保护环境，修建公益墓地
为进一步保护环境，2017年，华

一村决定修建公益公墓，解决随处乱

葬的问题。

华一村村委委员蔡四军告诉今日

女报 /凤网记者，墓地共占地 120 亩，

目前占地 40 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墓地建成后，过世的村民可以免费安

葬到公墓。”记者注意到，墓地中除了

传统的墓穴之外，还有近年兴起的“壁

葬”。一堵壁葬墙可安置几十至几百个

骨灰盒，存放量极大，“壁葬是以后的

发展趋势，更节约土地”。

修建公益墓地，是华一村引导村

民移风易俗、规范办理婚丧事的又一

体现。据介绍，村里结合《村规民约》

选聘了9 名群众信任、热心服务的老

党员、老教师、老干部成立了“红白

事理事会”。理事会通过与村民协商，

制定了《文明节俭操作婚丧事指导标

准》，规定村民办一场红白事最多不能

超过 6000 元，树立了文明

节俭的新村风。

文化礼堂，读书看戏样样行

端午节前，村里的

妇女聚在一起包粽子。

如今的华一村干净、整洁，

年轻人回来了，村
子也

充满了活力。

华一村村民

家中的分类垃

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