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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智 本报记者 张长虹

蔡喜利最难忘的是1988年那个冬天。
那年的风雪出奇的大。乌裕尔河畔、龙安桥湿地和扎龙湿地

边缘的苇塘中，一道道风吹雪如一条条狂龙舞动着，打着旋儿，在
坚硬的雪面上飞快掠过。风雪中，15岁的蔡喜利趁着寒假跟着父
亲，破开厚厚的积雪，用镰刀把粗壮的芦苇割下来，再码放整齐。
太阳落山前，爷俩把割下的1000斤苇子拉到收购站，换回了20元
钱。拿到钱，蔡喜利忘了冻和饿，天真地说：“爸，等我要把那些苇
子都割下来，挣多多的钱。”

蔡喜利回忆说，当时父亲叹了口气，摸了摸他的头。
时至今日，蔡喜利还清楚记得第一次挣钱的经历。那个冬天

过后不久，因家里贫困他辍学了，从割苇子开始，小小年纪的蔡喜
利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

他从骑着自行车在各村屯间卖鱼赚差价开始，发展到用三轮
农用车收粮、用解放牌卡车拉货、在大庆市搞专业运输，又经历了
在北京建起了含4个独资企业的集团公司后，于2012再次回到这
片湿地，投资搞大雁和野猪的特色养殖，投入巨资筹建龙腾温泉
旅游度假庄园和龙安桥国家湿地公园。至今，经过 5年多的奋
斗，蔡喜利带领众乡亲奇迹般地以这片湿地为“根据地”，让 300
多名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从旅游产业中获得脱贫致富的机会。

打拼多年心挂家乡

蔡喜利从一名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能回报社会的优秀
企业家，期间走过的坎坷，就像一部连续剧，冲突不断，高潮迭起。

走出校门后，蔡喜利到齐齐哈尔市建华厂工程队当了一名力
工，每天工资2.84元。辞去施工队的工作，他买了台自行车，焊了
两只铁筐，开始贩鱼。一年下来，他赚了 5000多元。到 1990年，
蔡喜利在全镇第一个买了一台能拉1000斤货的“金蛙”牌农用三
轮车，除了卖鱼外，还收些粮食，年收入超过万元。

蔡喜利是个头脑灵活却理性的人，成功和失败都没挡住他一
直向前瞭望的目光。2003年，“非典”期间，在京的大型车队放假，市
场出现空档。当时北汽集团正在建设新厂区，施工方找到蔡喜利，以
高出平时一倍的价格请他们参与施工。这次机会就像天上掉下了馅
饼，3个月的时间，他净挣了200多万元。此后，他的运输企业如滚雪
球般地壮大起来，发展到100多台大型工程车辆，200多名司机的规
模。2009年，原北京市城建第五集团公司改制，他收购了60%的股
份，两年后，他投资6000多万元收购了余下40%的股份，对企业进行
全方位的改革，目前，仅这家企业，市值就达两个亿。

做“北漂”的十年间，蔡喜利建成了由4家企业组成的独资集
团公司。

2010年春节，36岁的蔡喜利回到了老家富裕县龙安桥镇。
多年未回老家，蔡喜利难过地发现，家乡面貌依旧，纯朴的乡

亲们仍然过着捉襟见肘的贫困日子，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一到春天翻浆，一到雨季人都出不了村。走在湿地边上，回想着
自己 15岁开始立志挣脱贫困的决心，他决定要让家乡的人也能
靠这片大自然给予的资源，走出贫困。

他先是选定了生态有机棚菜种植、大雁养殖和野猪饲养，牵
头组建了绿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土地入社、土地流转等

方式，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每年可为流转土地的30个贫困户增加
收入4667元以上，同时22名贫困人口常年在合作社打工，每人每
月工资 2400元，年均增收 2.88万元以上。在龙安桥镇政府的帮
助下，蔡喜利成功争取到 700万元扶贫开发项目落户企业，依托
小河东村集体领办大雁特色养殖合作社，采取“租赁村集体资
产”的方式使用，每年为村集体缴纳年租金 30万元，3年可获利
90万元，使村集体更好地为贫困户谋福利变成了可能，既解决
了企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又实现了上级扶贫资
金的保值增值。他聘请了 35名年龄在 50岁以上的贫困留守人
员，将养殖技术传授给他们，对村里有意向养殖大雁的 20户贫
困户，采取免费提供雁雏、年底保护价收购的方式，带动他们参
与到特色养殖中，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带来 2500元的净利润，
通过大雁养殖共带动了小河东村 142户贫困户，426人实现增收
脱贫。

养大雁，养鸡鸭，种蔬菜，这些项目还是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民
工作，还是不能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蔡喜利开始琢磨要在家乡做
更大的事。2012年，这个机会来了。

投资旅游迎难而上

2012年，时任龙安桥镇党委书记的马丽霞在做招商引资工
作，她不断听人说，家乡人蔡喜利在北京无偿帮助来自老家的重
病患者，为他们在京看病免费提供吃住还给找大夫，乡里村里的
人都夸老蔡家那孩子仁义。马丽霞千方百计找到了蔡喜利，和他
探讨能否在家乡投资做旅游事业。

投资要办旅游，仅有湿地还不够，得知附近的林甸县打出了
温泉，蔡喜利坚定了回乡搞旅游开发的决心。2012年，他带着
5000万元资金回到故乡，从打温泉井开始，迈出了他投身家乡旅
游事业的第一步。

富裕县政府提供给蔡喜利开发的是一块盐碱洼子，洼地距最
近的田间土路有两公里，一切都处于原始状态中。在这里打温泉
井就像赌博，280万元的打井费，能打出优质热水就是赢，否则，就
等于把这几百万元扔到了一千多米深的地下。

2012年5月，高高的钻井架就像在盐碱洼子里长出的一棵直
插云天的希望之树。打井的钻杆不停地转动了整整20天。钻机
运行到第 20天时，他像往常一样向井口走去，他惊奇地感到，脚
下的泥浆是温热的，脚下的温热带动着他的心狂跳了几下，他在
泥浆中奋力向操作台扑过去。越靠近井口，泥浆温度越高，甚至
是有些烫。他走到操作台前的时候，钻机也刚好停止转动。满身
泥浆的老钻井队长迎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小伙子，你运气不
错，我们井队打了200多口温泉井了，你这是最好的，水清清亮亮
的，没特殊味道，温度也是最好的！”

在如花般涌起的温泉中，蔡喜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温泉，
这个在碱洼子中诞生的奇迹，使这块人不来、鸟不落的洼地摇身
一变，成了实实在在为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聚宝盆。

“龙腾，就叫龙腾吧！”蔡喜利看着地图上弯弯曲曲一路流向
龙安桥的那条乌裕尔河，像一条巨龙在龙安桥湿地这里聚成了一
个大大的龙头模样，他脱口而出，为自己在家乡的企业起了这个
响亮的名字。

经过创业初期的艰苦建设，龙腾生态温泉度假庄园与龙安桥

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初具规模。庄园占地面积150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12万平方米，现已形成集室内外温泉沐浴、餐饮住宿、会
议接待、休闲娱乐、观光采摘、特种养殖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大型旅
游企业。

为贫困户量身定制致富岗位

蔡喜利是从家乡的大草甸子“起飞”的，如今，他像大雁又北
归。这一去一回，不仅是他年龄再增长，更是伴随着精神的升华。

旅游景区建起来了，蔡喜利开始为村里镇里的特困户“量身
定做”岗位。

在基础项目建设中，需要大量力工，蔡喜利要求施工方要大
量招用周边村屯的村民，对于那些有一定土木施工技术的、懂得
一般建筑机械操作的农民要当特殊人才使用，工资按市场现行标
准执行。他要求，不许阻挡妇女来就业，不许歧视残疾人，不许因
年龄设限制，不许使用童工。在景区建设的 5年间，龙腾庄园一
直保持着400多人的用工量。随着一项项基础设施建设的竣工，
蔡喜利把愿意留下来参与管理的村民留下来，按其特长分配工
作，对没有特长的村民按其意愿和能力进行培训后上岗。

蔡喜利说，到龙腾来的乡亲，能种地的就让他们种四季绿色
蔬菜，能放牧的就让他们养骆驼、大雁，会做饭菜的就让他们当厨
师，文化水平高点的就让他们当导游……

目前，景区接纳 348名农民就业，其中 167名是贫困农民，包
括 8名残疾农民，员工平均年龄近 50岁。景区附近的小河东村、
龙安桥村、大架子村等地的农民纷纷就地择业，告别了背井离乡
的打工生活。

63岁的于福山是小河东村人，由于行事木讷，在村民眼里是
个老实没出息的人，家里的日子过的穷。三年前的一天，蔡喜利
找到他：“于叔，想不想去公园干？”“想是想，唉！我能干啥呀？”

“你家这鸡喂得不错！”他让于福山来到龙腾，做养鸡场的总管，鸡
场成了公司的放心单位，老于家有了稳定的收入，老于头的性格
也变得开朗起来。

全盛村 49岁的孙志安 12年前在外打工时头部受伤，落下了
严重的右腿残疾后遗症，重活都干不了。蔡喜利来到他家，为他
带来了一根拐杖：“孙大哥，走两步看看。”孙志安明白蔡喜利的意
思：“兄弟，我这腿不好，不去了……”“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你
想事儿细，腿不得劲儿，支支嘴儿也行啊。”于是孙志安两口子来
到龙腾公司。

蔡喜利扶贫不作秀，他的行为，消除了贫困群体对社会温暖
的陌生感，他用一种恰当的方式，确定了真诚的扶贫者与被扶贫
者的关系，让贫困农户以更有尊严的方式脱贫。

2016年，富裕县依托龙腾旅游度假庄园，整合小河东村、东塔
哈村和五家子村3个试点村的旅游扶贫项目资金，作为股金入股

到龙腾庄园，量化到贫困户。三个旅游扶贫试点村每年享受股金
10%的保底分红，每村年获益20万元。2016年的利润已经分别拨
付到3个村的村集体账户，带动3个村419户贫困户增收，户均增
收1431元。

2016年 8月，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金早来景区调研
旅游扶贫工作，充分肯定了龙腾庄园“能人办旅游，旅游带扶贫”
的开发模式，以及坚持“龙头旅游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
路子。

秋去冬来，目前蔡喜利趁着农闲正在筹划龙腾庄园的第三期
工程规划。在龙腾创业之初，蔡喜利就与从北京跟随他回到富裕
县建设庄园的副总李满星说：“你给我留块地，事业好了以后我要
建个养老院，把四邻八村没人管的老人都养起来！”如今三期工程
即将开始，他以打造颐养与民俗两个方面为三期建设定下主题
基调。规划建设一座占地 30万平方米的华裔医疗养生健康庄
园，他要让来入住的老人每天都喝冷泉水，每天都能洗上温泉
澡，每天都能吃自种自养的纯绿色食品。建成后的华裔医疗养
生健康庄园，还能为当地农民提供 2000个岗位，解决 1000余个
贫困农民的就业问题。

扶贫到敬老，体现出一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而建设民俗
村，则体现出了他对故乡的人文关怀。

蔡喜利，总能让他的乡亲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

他带给乡亲们更多期待
记龙腾生态温泉度假庄园总经理蔡喜利

蔡喜利（左）和村民新年迎来冬捕的丰收。 刘长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