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岸边蓑衣樊：因水而兴，蹚出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子

荷塘月色梦里水乡 日子过成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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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于水到向水而兴
蓑衣樊村的前世今生

鱼虾满塘、荷花飘香、产业兴旺，拥有
湿地风貌和慢生活特色……蓑衣樊村被誉
为“万里黄河第一水乡”，在淄博乃至山东
乡村旅游中独具一格，成为乡村旅游中一
幅浓墨重彩的“荷塘月色图”。

68岁的司方汉如今有了新营生——— 船
夫加导游。他每天开船载着游客，穿梭于蓑
衣樊村和淄博天鹅湖温泉国际慢城之间，
一天要来回运送游客二三十趟。

每一次，他都会操着一口方言，给游客讲
起蓑衣樊过去的故事，脸上掩不住的笑意。

“你们能想象吗？黄河漫流的泄洪区，原来一
片荒芜，如今引黄沉沙池摇身一变，成为国际
慢城。咱蓑衣樊村就处在这样的好地方。”

蓑衣樊村历史悠久。明末清初，樊姓人
家在此定居，名樊家村，由于这里河渠纵
横，水边茅草丰茂，人们以茅草编织蓑衣，
村庄也被称为“蓑衣樊”。村里人说，很多人
不知道蓑衣樊怎么写，也不知道怎么走，慢
慢就叫成了樊家村。

后来，人们逐渐忘记了村子原本的名
字，它却因“省级贫困村”出了名。

蓑衣樊村曾多次遭受黄河水侵袭，产
生了大片盐碱地。为澄清黄河水，蓑衣樊村
三分之二的土地成了沉沙池，耕地骤减。再
加上黄河水浸渍，粮食收成寥寥，村民只能
靠种稻打鱼为生，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
薄弱，增收途径有限。蓑衣樊村成了典型的
无工业项目、无致富项目、无集体收入的

“空壳村”。
以前日子过得有多苦？司方汉回忆，进

出村庄就一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
泥。家里的老房子，潮湿难耐。

村庄自从上世纪90年代搬迁后，守着
优美的大芦湖水库，却还是止步不前。到
201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元左右，
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蓑衣樊村，生于水，却又困于水。随着
时间流逝，沉沙池在沉积，湿地在蔓延，荷
花、芦苇在原地生长。

家家开民宿户户农家乐
黄河水乡留住美丽乡愁

刘树海，两次回蓑衣樊村。
第一次是在2011年，为了让村民有一条

“生路”，老刘想带着大伙发展“乡村旅游”。
第二次是在2020年，老刘辞去副镇长，回

村当起职业农民，希望带着蓑衣樊一起红。
2011年，老刘回到家乡，当上了这个

“省级贫困村”的村支部书记。原本，他跟村
里年轻人一样，因为没有出路，选择离开了
蓑衣樊村。他当过邮电局的线路员，当过线
路工程的队长，在县城开过快餐店，还创立
过医疗器械公司。但是，他一直牵挂着老家。

老刘回村以后，做了一件大事——— 改
名，樊家村变回了蓑衣樊村。

那段日子，老刘天天去湿地附近转悠。他
不甘心蓑衣樊村守着这么好的资源却没有出
路，于是，就想带着老百姓摸索出一条新
路——— 搞乡村旅游。

说起发展乡村旅游的缘由，老刘坦言，这
来自一次“不服气”的考察。“有一次出去参观

学习，看见人家的村子里，周六周末来游玩、
吃饭的人这么多，而且论生态环境比蓑衣
樊村差远了，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搞乡村旅游？”

考察回来后，老刘四处找门路、要政
策、求支持，找专家进行过评估论证后，更
加坚定了搞乡村旅游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老刘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很模
糊，当时附近村子也没有靠旅游为生的。面
对每家不足一亩地的现状，老刘想到了土
地流转，由农庄统一种植管理，从而解放出
村里的劳动力。后来蓑衣樊村修了路，搞了
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绿化。

但是，“乡村旅游”是什么？谁来这里旅
游？乡村旅游有啥好？老百姓一片质疑。

到天鹅湖温泉国际慢城的游客每天络
绎不绝，但是大家往往看看风景就走了。老
刘有了新思路：“我们在家门口能干什么
事？那就是农家乐，把客人留下来。”

许延兵的姐姐是村里第一批“下水”做
农家乐的村民，看到姐姐“吃上”了搞旅游
的红利，他也铆足劲儿想开农家乐，让游客
们尝尝地道的蓑衣樊美食。

许延兵做的黄河鲤鱼，可谓一绝。大火翻
炒，浇上汤汁，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黄河鲤鱼
便端上了桌。许延兵的农家乐最火爆时，一
天百十口人来吃饭，一天能赚几千块。

渐渐地，到慢城游玩的人，都寻着味道

来蓑衣樊村的农家乐吃饭。村里的农家乐
办得热火朝天，最多时有50多家。

“全国最美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山东省特色旅游村”的荣誉，成了蓑衣樊的
名片。那时候，大伙觉得，这大概就是“乡村旅
游”的模样吧。

难舍乡村旅游的情怀
他想带蓑衣樊一起红

当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打开局面时，
老刘也迎来了人生新的机遇。

2016年底，淄博市高青县从镇事业编制
人员、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中，
选拔镇领导班子成员，老刘的笔试、面试成
绩名列第二名，从60多人中脱颖而出。

老刘考上了镇公务员，经过组织考察
并达到任职条件后，2017年元旦，他上任常
家镇副镇长，分管农业领域。2019年，他担
任常家镇党委委员。

2020年6月18日，老刘迎来人生的重大
转折——— 主动卸去淄博高青常家镇副镇长职
务，回到蓑衣樊村做回农民。这样的经历可谓
传奇。老刘说，“农民是我的人生底色，我内心
扎根农村，还是放不下做乡村旅游的情怀。”

在他离开蓑衣樊的三年时间里，村里开
始发展民宿。今年64岁的司方华，从2017年就
将自己的家改造成了特色民宿。在此之前，他
种过地，打过工，收入都不高。59岁那年，他
重新“创业”，投资三十万元经营旅馆，现在

“坐拥”两座院子，包括4间标间、2套套房。
他说：“这都是乡村旅游给咱带来的幸福。”

村里的民宿大多是夫妻经营，一年能有
十几万元收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来这里旅
游的客人，不仅能吃到地道的农家饭，还能住
下来，享受惬意、静谧的乡村生活。

为了更好地带动蓑衣樊发展乡村旅
游，老刘又想出新招。他“自封”了一个新职
位：大芦湖农庄职业农民兼“庄主”，想带着
这个黄河水乡一起红。

“不少人都看好乡村旅游这条路，很多地
方也正在搞，同质化问题随之显现。三年
来，蓑衣樊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在我看来，
变化不大就是最大的问题，干事创业，不进
则退。”谈起未来的发展，老刘语气坚定。

老刘闲不住，总想把乡村旅游“折腾”
出个样子来。今年，他又增加了新项目，在
两方池塘里养黄河鲤鱼，承包土地经营菜
园，建成研学游基地。

文化是底气生态是底色
水乡梦情牵黄河再腾飞

老刘关于乡村旅游的梦，已经不是梦。
湿地风貌和慢生活特色，使蓑衣樊村成为
乡村旅游的翘楚。

老刘有了新目标，要做职业农民，为
此，他请人把农庄里所有的草帽，都写上
了“职业农民”四个字。

在刘树海的众多身份里，他最喜欢“农
民老刘”。他说：“我认为农民老刘，会是一直
不变的，是最真实的，也是我最喜欢的。”

通过外出学习，老刘对职业农民也有了
新认识。过去的职业农民，指的是农民职业
化。现在，所谓职业农民，是把农民种植的产
品，用经纪人的方式销售出去。“要成为高素
质农民，就要在带动农民干好工作的基础
上，创造出更多的个人价值，让土地多发展
绿色生态产品，创造出更多的土地价值。”

老刘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上面是
苏东坡的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对农民生活，老刘乐在其
中。对乡村旅游，老刘乐在其中。蓑衣樊村
的老百姓亦是如此。

蓑衣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司
国营介绍，2020年初，蓑衣樊村党支部领
办成立了高青蓑衣渔乡乡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发动村民以资金、资产等多种形式
入股。合作社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为主
导，收益扣除10%公积金，支付日常运营费
用后，按股分成，预计可带动旅游产业从
业人数逾百人，全村年增加旅游收入300
余万元，村集体增收10万元以上。

在蓑衣樊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上，越
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其中，添一朵荷花，增
一片新叶。如今，蓑衣樊村旅游产业从业
人数达200余人，村集体收入迅速增加，老
百姓得到了实惠。

关于乡村旅游，老刘生出新观念。“现在
的乡村旅游已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不光是吃
住行游购娱，吃要吃得好，住要住得舒坦，玩
要玩出好心情。做旅游本身就是要新，要
奇，要无中生有，要不断更新和进步。”

文化是底气，生态是底色。蓑衣樊村距
离黄河仅一公里，老刘对黄河有着特殊感
情。他总想把这里的生活习惯、劳作方式、传
统文化，把蓑衣樊村宣传出去，把乡村旅游
做好，让大家看到黄河水是怎样养育一代一
代人的。他说，我们要抱团发展，就像沿黄流
域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风口”，
相信常家镇、相信蓑衣樊一定能“起飞”。

谈起十年来，蓑衣樊村发展乡村旅游
之路，老刘感慨：“说实话，还是比较心酸
的，因为选择这条路太难了。乡村旅游是
一件持续的事情，我是坚定不移想做好，
正好遇上天鹅湖国际慢城发展，借助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赶上了乡村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的好政策，我相信有一天会干得
更好。”

黄河的故事流动不息，蓑衣水乡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中，
勾勒出“荷塘月色”的绝美篇章。

这是农民老刘的十年，是蓑衣樊的十年，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十年。
蓑衣樊村位于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北依黄河，南靠大芦湖，东接淄博天鹅湖温泉国际慢城，西至天鹅栖息

地艾李湖。村子三面环水，湿地万余亩，湖塘星罗棋布，荷叶碧连天，原生态蒲苇遍地。十年前，蓑衣樊村的村民
困于“水”，难于“地”。如今，村民们以“水”而生，靠“地”而兴，每个人都成为乡村旅游的“追梦人”。 扫码观看《拾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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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在池塘里养起黄河鲤鱼。

蓑衣樊村遍地是民宿。

鱼鱼虾虾满满塘塘、、荷荷花花飘飘香香，，蓑蓑衣衣樊樊村村被被誉誉为为““万万里里黄黄河河第第一一水水乡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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