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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村里的松林
转型发展林下食用菌种植

房山区蒲洼乡东村位于北京西南
方向，距市区120公里 ，平均海拔800—
1200米。以前，东村是以煤炭为经济支
柱产业，2005年煤矿全部关闭后全村一
下子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很多村民为了生活只好外出打
工，我也陷入了思考：以后怎么办？发展
哪些产业， 能让村民在本村就业？”于
是，孙广亮积极寻求发展项目，转型初
期尝试养过狐狸、蜗牛，种过草莓，但都
未成功。

但失败并没有打倒孙广亮。经过深
思熟虑，孙广亮与班子一道，决定立足
东村空气好、海拔高、风景优美的优势，
利用村里几百亩松林，发展林下食用菌
种植。确定思路后，他多次随老书记到
河北承德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学习大棚
蘑菇种植、 民俗旅游发展等先进经验，
2017年，他们还申报了低收入增收产业
项目———东村食用菌基地提升改造建
设项目，占地 300 亩，利用冷凉气候，种
植杏鲍菇、白灵菇、羊肚菌等12个种类。

“我们让村民来食用菌基地上班，
按时给他们发工资， 解决了几十人的
就业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 食用菌
长得非常好。 我们全部采取无公害种
植， 并统一农产品的包装、 加工、 销
售等环节， 食用菌的销量非常好。 看
到成果后， 原来半信半疑的村民们也
都放心了 ， 我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
了。” 孙广亮感慨地说。

现东村食用菌基地年纯收入15万
元，解决了村内35人就业。同时，村里还
建有海棠、毛桃园600亩，核桃园200亩，
多渠道促农增收。到2019年，东村已实
现全村低收入户的全面脱低 。2020年 ，
孙广亮被评为北京市劳模。

利用绿水青山
探索发展乡村旅游业

局面打开后， 孙广亮又到处取经，
依托东村现有的食用菌基地、优美的自
然风光、高海拔气候，打出了借助旅游
搞采摘， 走休闲生态旅游路的发展品
牌。万事开头难，孙广亮至今记得当他
兴致勃勃告诉村民村里要开发旅游业
时， 村民质疑的话语：“咱这深山里，怎

会有人来旅游？发展旅游业，根本不可
能成功，这是白日做梦。”

村民隗功锁和耿合凤原来都在外
工作 ，他们跑过出租 ，开过饭店 、洗车
行，生意不怎么好，后来孙广亮就动员
他们回到村里开办农家院，他们也成为
村里第一批开办农家院的人。

“开办农家院所需要的营业执照，
各类手续，包括宣传营销等，都是我们
帮他们做， 为了提升农家院的菜品质
量，我们还自掏腰包专门邀请专业人员
到每家试吃菜品，并让专业人员提出改
进意见。”孙广亮感慨地说。让他欣慰的
是，这几家农家院营业后，生意特别好，
游客爆满。

“多亏了孙书记的支持，我们才能
回村就业，守着家，守着父母，开着农家
院，收入也不错，别提心里多高兴了。”
创业成功后，隗功锁满脸笑容地说。

“是啊，孙书记为我们做了很多工
作， 支持我们把民宿开得红红火火的。
真的很感谢他。”耿合凤说道。

看到第一批开办的农家院游客这
么多，村民们也慢慢改变了认知：“看来
咱这山村里搞旅游业还真行。”随后，越
来越多的农家院开办了起来，东村的旅
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为了促进旅游业的更好发展，2015
年，孙广亮整合村内现有民俗户，成立
了民俗旅游合作社，将49户民俗接待户
“化零为整”，抱团经营，实现在营销、标
准、 宣传等方面的统一经营管理。2016
年，东村还引进社会资本，与北京欧标
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合作， 把花台招待

所、小木屋等旅游资源整合，建立了森
林乡居高端休闲度假酒店 。2017年 ，东
村又与酒店合作， 通过市场化运作，集
体参与、 村民以闲置房屋或土地入股、
企业化运营， 盘活个人和集体资产方
式，试点将2处旧院落改造为高端民宿，
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

目前，东村年均接待游客2万人次，
年均旅游综合收入达200万元。 村民百
分百实现本村就业，截至到2022年底东
村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 曾经的采
煤村变成了现在环境优美的民俗旅游
专业村 ，还被评为2015—2016年度 “北
京市最美的乡村”，2018年，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老年驿站“一元钱”
让老人吃上可口饭菜

“一元钱就能吃上可口饭菜，真是
太方便了，这都得感谢我们的村支部。”
提起现在的生活，89岁的任奶奶笑得合
不拢嘴。“是的， 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时
候，我就去老年驿站吃饭，饭菜好吃，又
便宜实惠，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太友好
了。”同样是89岁的耿奶奶也笑着回应。

“村里老人多，怎样让他们生活更
方便更舒适，吃好，聊好，日子过得舒坦
不寂寞，一直是盘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
难题。”孙广亮的眉头皱紧了。

2018年 ， 他通过多方筹集资金 ，
利用闲置的宅基地， 建起了可为老人
提供就餐、 娱乐为一体的550平方米的
老年驿站， 使全村的老人每天都能集
中在一起就餐、 娱乐、 聊家常， 还能

够从中了解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 ， 遇
到情况后可以及时与他们的子女进行
沟通， 为全村的老人和在外的子女们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除了解决老人们的吃饭难题，孙广
亮还想办法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
富起来，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村里成立
了非遗老调梆子剧团，爱好戏剧的老人
们聚在一起，唱唱戏，好不热闹。

每年年底，孙广亮还组织村民开展
春节联欢会，村民们自编自演，热热闹
闹过大年。唱老调梆子的隗大爷今年80
多岁了， 每年村里组织的春节联欢会
上，他都会唱上一段，精彩的演出常常
引来一阵阵喝彩声。村民们也在欢声笑
语中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多年来，在孙广亮和村里领导班子
努力下，通过多方面协调，2015年，东村
实现了公交车进村；2016年， 东村成为
蒲洼乡第一个全村6.3公里主干道实现
柏油路面全覆盖；通过多年来的日积月
累、一点点的建设，到2019年全村共修
建了容量300至600立方米的蓄水池12
座，更新全村饮水管道3.5万米，让全村
村民一年四季的安全吃水得到了保障。

去年房山暴雨过后 ， 不少村民的
房屋出现坍塌、 损坏问题。 孙广亮第
一时间带领大家进行灾后重建。 他一
年很少有休息日， 每天心里都盘旋着
还能为村里做点什么、 还能为村民做
点什么。 到目前为止， 已为57户村民
重新修建了房屋。

让孙广亮感到有成就感的是，现在
村里的各项发展决定，村民都是百分百
的支持。“冲着这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
我再辛苦心里都是甜的。” 朴素的话语
里，饱含着孙广亮多年来致力于乡村振
兴、村民富裕最真最深的动力之源。

钱袋子鼓了，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更
多了。看着村里越发明媚的光景，孙广
亮的心里别提多亮堂了，这一刻，他又
有了新的目标： 让更多村民富裕起来，
过上更好的日子，同时将东村的绿水青
山守护好，变成“金山银山”。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二十七载倾情付出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房山区蒲洼乡东村党支部书记孙广亮

让村民守着山村富起来

他从1997年开始参与管理村
中事务，2014年起担任党支部书
记，27年来，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
都倾注在房山区蒲洼乡东村的各
项发展建设上，与班子一道，利用
村里几百亩松林， 转型发展林下
食用菌种植； 依托东村优美的自
然风光、高海拔气候，打出了借助
旅游搞采摘， 走休闲生态旅游路
的发展品牌， 让村民实现了百分
百就业；经多方筹集资金，利用闲
置的宅基地建起可为老人提供就
餐、娱乐为一体的550平方米的老
年驿站， 使全村老人每天能集中
在一起就餐、娱乐、聊家常，安享
晚年。他就是北京市劳模，房山区
蒲洼乡东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
主任、 蒲洼乡东村经济合作社社
长孙广亮……

孙广亮和村民代表商讨村中事务

孙广亮 （中） 在食用菌基地查看种植情况 组织村民开展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