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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疯狂采石
钻石山削去一半

“我们当地人都把这座山
叫做“钻石山”，因为它从远处
看形如钻石。”夏纪伟指着一处
山体说，如今它没有了钻石的
样子。

夏纪伟是当地夏庵村村
民，2005年的时候看到当地开
山打石生意火爆，自己也办理
了采石证，买了一台石子机。当
时一天能生产4000吨石子，源
源不断销往河南、江苏等地。市
场行情好的时候能卖到28元一
吨，不好的时候就成本价销售，
只要不赔本就卖。

“那可是真挣钱。”回忆起
当年生意的火爆，夏纪伟话语
间难掩兴奋。他说，当时跟着自
己干的工人就有60多人。短短
四年的时间，整个山体就削去
了一半。

跟夏纪伟一样，当时在纸
坊镇各个山头上从事开山打石
的有50多家，人们肆无忌惮地

“啃噬”着山体。
夏纪伟说，当年打出的石

子堆砌在山上，石子机工作时
也没做什么防护，粉尘乱飞，工
人们都戴着防尘眼罩，嘴巴上
捂着厚厚的毛巾，全身包裹得
严严实实，5米开外都看不到人
影。山下那条通往周边县区的

主干道也没能幸免，运输石子
的车辆把路轧得坑坑洼洼，全
是粉尘，当时骑着摩托车走一
趟，身上就是一身土。

修复山体不容易
“啃秃”的山再补回来

2010年，为保护山体资源，
当地政府实施了“封山禁采”，
开启了“绿色革命”，引导群众
从开山打石向发展文旅产业转
变。一大批石材加工企业停了
工，往日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
景象逐渐销声匿迹。

“由政府主导投入资金300
余万元、自己投入100余万元填
土造林。”夏纪伟说，自己是第
一批带头下山的人。搞生态旅
游，山上得见绿。在政府扶持和
政策激励下，他从每天运石下
山变成运土上山，登上当初被
他“啃秃”的钻石山栽树复绿。

他说，自己难忘那段栽树
复绿的日子。在光秃秃的山上
搞绿化，无异于让沙漠变绿洲，
光拉土回填就有几十万立方
米。之前山上就剩一棵杨树，现
在这些树都是他们这些人一棵
棵栽下的。

夏纪伟回忆说，当时往山
上拉土，山道不好走，全是用农
用三轮车一车一车拉的。可后
来的一场大雨，又把一半的土
都给冲走了。由于开始时山上

的石头抓不住土，后来种的树，
第一年就有不少枯死的。就这
样，他们边补边种，才有了如今
满山绿植的样子。

吹着山风喝着啤酒
山上越来越热闹

后来，夏纪伟在山上开起
了农家乐，每逢周末假期，店里
经常爆满，十里八庄的村民谁
家有喜事，也在这里举办酒席。

今年夏天他又打造了啤酒
小镇，开业第一天生意就很火
爆，除了嘉祥周边的客流，还吸
引了济宁城区、金乡等地的客
人。“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七八
十桌，卖出一吨多啤酒。”霓虹
闪耀下，吹着山风喝着啤酒，成
了钻石山上特有的风景。

尝到生态旅游甜头的还有
朱立光。曾经做开采石材生意
的他打造了东方左岸假日小
镇，儿童游玩项目、美食一条
街、马术培训基地等一应俱全。

转行做生态旅游后，引进
了专业的运营团队。“以前打石
头卖石头咱在行，搞起生态旅
游来，就成了门外汉。”朱立光
坦言。

今年他的团队策划了一场
啤酒烧烤+文艺演出的“消夏
季”，一天就来了2万人，这大大
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也让他意
识到生态旅游的巨大市场潜

力。

昔日荒山焕发生机
老石匠们也回来了

家住当地后李村的朱晓焕
今年60多岁了，在山上找了份
园林绿化的活。记者见到她时，
她正在给树木浇水，跟其他的
几个村民有说有笑。

朱晓焕说，以前开山打石
的时候，不光山上脏，自己家院
子也未能幸免，石头沫子经常
覆盖一层，有时候在院子里晾
个衣服都很小心。“有时候还不
如不洗，风大的时候，更脏。”自
己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山上竟
然变得这么美了。还能在山上
打工，一天能挣到60块钱。她
说，像她一样在山上打工的村
民还有60多人。

东山头村的朱金现是一名
老石匠，干了30多年的石匠活，
如今66岁的他在山上也找到了
石头景观造型制作的工作。

“我这老手艺又派上用场
了。”朱金现笑着说，现在年纪
大了，出去打工也不方便，现在
能在家门口的山上打份工，自
己心满意足了。“一天能挣到
100多块钱。”他说，当年的4个
老伙计也在这里打工。以前虽
然挣得多点，但是成天灰头土
脸的，现在则干净多了，干起活
来心情也舒畅。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从伟 见习记者 刘宗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崛起引领乡村振兴”几个大字矗立在嘉祥县纸坊镇钻石山的山间。每天，矿山承包人夏纪纪伟
都要登上山顶，点上一支烟，凝神观望一会。

“做梦也没想到这座山能有今天的样子。”夏纪伟说，以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人们盲目开山打石，一点点啃噬着山体体，不仅导
致整座山千疮百孔，周边村民生活的环境也是脏乱差。2010年，当地政府“封山禁采”后，经过修复，山绿了，空气清新了，山上开启
了农家乐，来这游玩的人们多了起来，周边村民们也陆续上山打工赚钱。“啃秃”的矿山治理后成了增收致富的新“靠靠山”。

“啃秃”的山披绿变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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