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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秋意渐浓，稻叶金黄。丽水青田的小舟山乡人，用特殊的耕作技法，在稻田里创作出一幅幅
“天外来客”的足迹。在稻谷收割的季节，我们探访这栖息于大山云端的村落，梯田如画，风景如诗；在与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者的攀谈中，探秘延续 1300 余年的农业智慧；农旅结合式的农业突围，让隐匿在山坳里的
一叶小舟，在美丽乡村建设的风浪中扬帆起航⋯⋯

老家味道

本报记者 江晨 聂伟霞

山里的稻谷马上就要收割了，
种粮大户邹小云觉得这点收获的
喜悦不算什么。因为在青田小舟
山，自从当地农民尝试用油菜和水
稻在广袤的土地上作画，收获的高
潮，就开始连绵全年。

小舟山乡拥有 500 多级、4000
余亩梯田，是浙南保存最完好的梯
田。我们跟随摄影师站在层层梯
田的最高处，极目眺望，眼前这些
由绿色、紫色、浅黄色稻种构成的
画面令人惊艳——串串“大脚印”
踩在梯田间，莫非是天外来客留下
的足迹？沉甸甸的稻穗组成巨幅
立体“MARRY ME”（嫁给我），又
是在向谁倾吐难以言说的爱恋？

云中漫步——
偶然萌发的创意耕作

26 公里的盘山公路，曲曲折
折。小雨淅沥，古老的村子掩映在
水汽氤氲的白雾中，好似漫步云中。

青田是著名的“侨乡”，小舟山
乡乡长徐万生告诉我们，全乡7700
多人大都外出“闯世界”，剩余不足
千人。人口分布又极为分散，即便
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小舟山村，村里
留守的也不足百人。

但正是他们，静静守候着全乡
4000余亩梯田。

在费孝通题词的“中国田鱼
村”的牌坊下，小舟山村村民主任
邹永清远远走来，这个染烫着满头

“福卷”的中年人，早年外出闯世
界，见多识广：“小舟山现在主要面
临两大问题：资源开发不够，壮劳
力大量流失。”

对未来村里的发展，他思路清
晰：“我们的资源主要包括三块：梯
田、鱼稻米和峡谷中的瀑布群，必
须在县政府推动‘小流域生态农
业’项目的契机上将小舟山的资源
优势发挥出来，拓宽道路，修建游
客及摄影栈道，发展生态旅游，吸
引人才回流。”

德高望重的村支书邹永浩一
辈子没有离开过脚下的土地，他安
土重迁，几近“刻板”地沿袭着祖辈
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老邹的三个
儿子都在县城上班，几年前，邹家
老三去了日本旅游，受到当地种植
创意油菜花的启发，回乡之后让父
亲也模仿试种植创意油菜花图案，
发展有机农业与生态旅游。

小儿子的构想，让老邹对耕作
自己的稻田有了新憧憬，他尝试种
植了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爱心”形
状油菜花。这与小舟山乡发展景
观农业、农旅结合的扶持政策不谋
而合。

乡长徐万生由此受到启发，马

上带领乡干部，动员农民利用荒田
进行创意耕种。乡里自 2013 年
底，向网友征集了上百个油菜花、
稻田图案，组织劳力种植了 33 个
图案。因为今年油菜花开时节，坚
持用微信、微博、论坛推介，他被村
民戏称为“油菜花乡长”。

据油菜花乡长介绍，当地原来
只种植单季稻，土地的利用集中在
每年的 5 月至 9 月底，从 10 月起几
乎全部抛荒。他们鼓励水稻与油
菜轮作，从 11 月至次年 3 月种植油
菜，不仅统一提供苗种，每亩“创意
油菜田”还给 270 元的补贴；对于
用多彩稻田作画，一亩水田的补贴
逾千元。

稻鱼共生——
流传千年的农业智慧

水稻田里，50岁种粮大户的邹
小云还在忙碌。他向我们展示了
一种杀灭稻飞虱的古老土法——
菜油杀虫。“每亩稻田喷洒大概 6.5
斤菜油，然后用棍子去敲一敲稻
子，稻飞虱遇到油后被裹住滑入水
中，正好成了鱼儿的美餐。”

一尾尾红色的田鲤在水中吃
得正欢，甚至发出“扒拉扒拉”的响
声。这些漂亮的田鲤，对生活条件
要求并不高，即使水浅，露出半个
鱼背在水面上，也能以腹贴泥，用
两个胸鳍在田面“爬行”自如。

“它们相当于一台台小型增氧
机、施肥机。”邹小云说，鱼儿游动在
搅拌水田增氧的同时，吃掉田里的
害虫，排泄物还能够为稻田施肥。

若问村民，什么时候学会了稻
田养鱼？“打出生时就会！”老邹趿
拉着拖鞋向山深处走去，不一会儿
就摘回来一些又软又密的松枝，他
说，田鱼就产卵在这种树枝上，然
后卵枝码放在悬空的架子上，再引
池中的水喷淋孵化鱼卵。“刚出生
的鱼花像头发丝那么细，生长极
慢，一年大概也就生长三四两。”

村民告诉我，在靶地放水时，
他们从不担心鱼会顺着水流到田
外，因为田鲤总是习惯性地向着进
水口游，只要在进水口放上一种多
刺的树枝，它们就乖乖地呆在田
里。还有一点也很神奇，这些田鲤
一旦离开青田，到其他地方生长，
颜色就会变暗，鳞也会变硬。小舟
山人说，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大山中
蕴含的优质水源。

2013年，“知天命”的邹小云从
广州返乡创业，在乡里支持下，他
承包了 100 余亩地，运用传统的稻
鱼共生技术试种生态稻米，第一年
稻米产量万余斤，在乡里的宣传帮
助下顺利售罄。

虽然亩产量只有 600 斤，但老
邹的稻谷每斤可以卖到六七元；一

亩水田产鱼 40 斤，标价 50 元/斤依
旧供不应求。“算下来，一亩田能净
赚 3000 多元，这还没有算上观光
带动的农家乐、农产品副业呢！”邹
小云说。

农业突围——
稻田艺术，如何保值？

邹小云投资 300 多万元建设
的“百荷名庄”正在抓紧装修中。
今年油菜花绽放的季节，这里的 7
户农家乐，家家爆满，接待能力有
点跟不上，让老邹也萌生了创办农
家乐的想法。

笼着发髻、面容清秀，爱玩微
博微信，眼前的小舟山“最时髦大
妈”郑爱竹，曾是村里唯一个农家
乐的老板娘。63 岁的郑爱竹深刻
体会到生意太好的“苦恼”。“中秋
节期间，来看多彩稻田画的游客坐
满了店里。一些游客只能坐在屋
外，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就自
己动手抓鱼杀鸡，自己动手烧菜，
用灶头都要排队。”

“咝——啦——”从家门口的
水塘里捞出一尾红色田鲤，剥去内
脏，不去鳞，扔进油锅直接煎煮。
鱼鳞是软的，可以直接吃，肉质极
其鲜美。

“家里两亩水田的田鲤，外面
人收购我也不卖，光农家乐里烧还
供不应求呢。”郑大妈表示，平时备
的食物都是自产自销，一些游客吃
完还要买些农特产品带走，家里和
街坊邻居的艾草饼、田螺、手工豆
腐被一抢而空，晚来的顾客只能饿
着肚子离开。

游客打破了山乡的寂静，乡长
徐万生最大的苦恼是——游客太
多，乡里只能通行一辆小汽车的山
道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配套的住
宿、餐饮、停车位乃至公共厕所不
足够多，不能有效“黏住”旅客。“未
来，我们还将继续面向全国征集五
彩稻谷、油菜花等的创新设计方
案，炒热这里的创意农业，让创意
经济持续绽放。”

青田小舟山乡青田小舟山乡40004000亩梯田作画布亩梯田作画布——

创意耕作创意耕作，，种出新山乡种出新山乡

老家归来老家归来

通讯员 程新星 吴孟骄

花灯璀璨、美食纷呈、庙会集
庆、恐龙世界、曲艺盛典、菊花荟萃
⋯⋯这个国庆长假，带着你的家人，
到桐乡红杉邨赶一场恐龙和灯笼的
盛会吧。

传统花灯喊你来赏。红杉邨灯
笼节去年办过一场，今年的灯笼节
从9月23日开始，以大型花灯为主，
造型奇特，寓意深远。同时，在景区
的鸳鸯桥边和烧烤区码头，市民还
可以自购河灯，送灯祈福。

正宗台湾小吃吃个过瘾。红杉
邨特地从台湾“请”来了最正宗的士
林美食。廖大哥大肠包小肠、深坑
泡菜臭豆腐、逢甲夜市炒年糕、高山
族羊排烧、皮蛋鸭皮卷、蟹黃牙签
肉、士林五香肉卷⋯⋯这些美食，摆
满了 30 多个摊位，你一定要两只手
拿满，一边走路，一边吃，感受一下
台剧中的“腔调”。

重现旧时庙会盛况。石臼、木
槌，老人们一边蒸糯米粉，一边错落
有致地打年糕，热气中，飘香四溢，
令人胃口大开。一场场皮影戏正在
上演，传神的人物形象，配上逗趣的
语言，演绎了百姓心目中的神话。
街边，一张薄薄的琥珀色透明糖画，
既是美食也是玩具⋯⋯仿佛穿越一

般，使你在现代和古代之间，来回穿
梭。

“恐龙世界”比拼变形金刚。
景区里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恐龙
世界”和“变形金刚”的大 PK。一
只只仿真度极高的恐龙沿景区小
道“张牙舞爪”地站立着。恐龙的
脚被固定住了，但脖子能扭动、肚
子会收缩，还会发出逼真的嘶吼
声。除了“恐龙世界”，掀起全球热
浪的“变形金刚”也杀进了红杉邨
景区。

主题晚会连轴转。9 月 23 日
起，连续半个月，一场场主题晚会将
在红杉邨连轴转，可谓是天天有戏
看。劲歌热舞、京剧变脸、魔术杂
技、杰克逊模仿秀，甚至还有二人
转，一场接一场的主题晚会精彩纷
呈，不妨在红杉邨住下吧，你会感受
到不同于白天的激情。

金秋赏菊雅兴足。10 月 7 日
后，红杉邨首届菊花博览会强势“接
档”。数百种菊花，铺陈在地面上，
五颜六色，连绵不绝，观赏点占地面
积达到近 50 亩。同时，本次展会特
邀了南京农业科技大学专家做技术
指导，引进了近 300 个品种的优质
花苗，包括备受关注的地被菊、切花
菊和大花菊等。菊花展将一直持续
至11月30日。

国庆长假赴桐乡赶场盛会——

红杉邨，欢乐汇

江晨

1985 年，国家农业部领
导在小舟山乡召开现场会，
在向全国推广“稻田养鱼”时
曾评价——“大海养鱼大舟
山，稻田养鱼小舟山。”30年
过去，小舟山农民增收致富
的途径既变又不变。

不变的是，他们依旧扎
根祖辈流传千年的水稻田；
变化的是，他们在红色田鲤
与绿色水稻掩映的田里，想
出了“稻田创意画”办法，成
为增收的新途径。这片梯田
养育了祖祖辈辈的人，小舟
山农业精神也在这个代代更
迭中有了新的发展。

记者走过不少乡村，都
曾靠着创意农业引起过热
潮。温州瑞安的桐浦、台州
的仙居等地，都曾效仿江西
婺源，打造了“万亩油菜花”
基地。但是简单的仿效并不
是最终的解决路径，由于缺
乏后续的创意维系，这里的
油菜花经济难以持续绽放。
一时的眼球经济并非长远之
计，如何将游客的新鲜感转
化为经济效益，还须看后续
是否有足够的创新支持。

农旅结合，
能走多远

走笔

卢红弟的坛子药膳鸡卢红弟的坛子药膳鸡。。

本报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吴警兵 卢伟星

银杏叶渐黄，“凤凰”过境，山城
磐安弥漫在水气当中。

浙八味特产市场里，人山人
海。露天临时搭建的 16 只锅灶，被
围得水泄不通，浙江省首届药膳大
赛在此举行。卢红弟和 4 位同伴，
身着白色厨师服，切菜、颠锅的动
作，毫不含糊。作为磐安的农家乐
厨师，他们受邀参加本次药膳大赛。

药膳大赛，我省是首次举办。
这回，经过层层选拔，个人的顶尖之
战，只有 32 名选手入围。磐安因地
主之谊占了 4 席。卢红弟、施宅明、
陈士吕、彭宝贤等成功入围。

比赛规则，选手烹饪两道菜，一
道是标准题：由主办方提供的半只
鸡及15味药材，烧道菜；另一道是特
色题，由选手自选菜肴、药材烹饪。

9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卢红弟
下厨。他经营自家的方山大院已有
9 个年头，自创的酒坛羊肉已是当
地名菜。他今天带来的，却是另两
道菜：元胡福贵蹄和药膳坛子鸡。

洗坛子，温碗，加贝母，放鸡，卢
红弟整套动作行风流水：“这两道菜
是我们店的招牌菜，熟得很，不慌！”

35 岁的施宅明，就没这么自在
了。他的标准题，是用一道磐安药
膳鸡来“解答”的，总共选择了花旗
参、白术、当归、黄芪等八味药材，药
材配比复杂，他有点慌乱了。

陈士吕，泉溪公社的厨师。他
与老板张宝贵多次讨论，确定以天
麻秘制鸡和白术焖云蹄参赛。香樟
林农家乐的彭宝贤，也是外聘的厨
师，他跟老板商量后，带来了天麻桂
花鸭和磐安药膳鸡。

90 分钟的比赛，香气四溢。最
后，陈士吕获得了特金奖。卢红弟
获得了金奖。施宅明和彭宝贤获得
了银奖。磐安农家乐的大厨们，赢
得了自己在药膳大赛的地位。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比其他
美食，或许我们不行，但药膳，我们
自己就是喝着这些药汤长大的，祖
祖辈辈就有着这样的基因。”对陈士

吕的获奖，老板张宝贵相当坦然。
52 岁的张宝贵，是安文镇墨林

村人，经营农家乐之前，就是位药
农。现在，家里还种着两三亩白术
和几百穴的天麻。回忆起种天麻的
日子，张宝贵咧着嘴巴笑开了花。

“那些年，天麻贵呀！一斤七八十块
钱。我就种在村边的山上，海拔七
八百米的地方。有些年，一穴就能
生几十斤，几百个穴，发了点小财。”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天麻鸡，以
前头痛了、身体虚弱了，老妈就给炖
上一只。”张宝贵说，上海的游客到
磐安多了，知道了天麻的好处，也改
变了上海人的饮食习惯。现在许多
上海家庭炒菜时，都喜欢扔几片天
麻进去食补。

磐安县地处浙中，，被称为“群
山之祖，诸水之源”。独特的地理条
件，孕育了磐安的优久的中药材种
植史。据史料记载，宋代时药材已
贩运宁、绍商埠转外销，其中玉竹等
列为贡品。全县境内有药用植物
1219 种，占我省的 68%。我省的

“浙八味”中，白术、元胡、浙贝母、玄
参、白芍等五味道地药材，就产于磐
安（俗称“磐五味”）。

卢红弟家祖祖辈辈都是种药材
的，尤其是以贝母、元胡为多。“我妈
对付我们头痛脑热的办法很简单，
感冒咳嗽了，丢几只贝母放在水里
煮一煮给我们喝，那是很苦很难喝
的，但是很有效。”比起贝母汤，卢红
弟更爱吃是元胡煮鸡蛋。

元胡制药时，需要清洗煮后晒
干。每到元胡收获季节，煮元胡的
最后一锅汤，再困难的家庭，妈妈都
会煮几只元胡鸡蛋，让一家老小打
打牙祭，补补身体。“元胡治老伤病
痛特别好。我们山民上山干活，难
免有个跌倒摔跤的，元胡鸡蛋吃了
就好得快。”卢红弟说，他参赛的两
道菜肴，就是从母亲的秘方中演化
出来的。

“药食同源。中药材丰富的磐
安，理应给大家提供最健康、美味的
美食。”磐安县副县长陈新森说，磐
安有 315 家农家乐，各家都有药膳，
来磐安就能做个健康的“吃货”。

没有哪个国度如中国般，灶台与乡土如此紧密相连。自神农尝百草

以来，药食同源，试出的何止是药，还有生长在华夏大地上的各种美食。

秋日里，磐安把这样的紧密关系再次演绎——

磐安药农，引药入膳

老家有约

那些在稻田的大脚丫，带着这个沉寂的山乡，迎入外面的精彩世界。 徐昱 摄那些在稻田的大脚丫，带着这个沉寂的山乡，迎入外面的精彩世界。 徐昱 摄

云端上，小舟山人以稻田为画布，用创意耕耘美好未来。 梁臻 摄云端上，小舟山人以稻田为画布，用创意耕耘美好未来。 梁臻 摄

邹小云在用菜油杀虫。徐万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