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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有 机 农 业 ，需 要 沉 下
心。然而，临安有个太阳公社
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最初
让太阳公社出名的，是那两间
独特的猪舍和鸡棚。尤其是那
张设计师、农民、施工者一起坐
在“古怪”竹架屋顶上，在温暖
阳光下大声欢笑的定格影像，
更是瞬间融化了无数人的心。

猪舍鸡棚的设计者——
1972年生的陈浩如，是中国美院
建筑系的客座副教授，美籍华人
设计师。对于中国自然村落的
长期田野调查，让他的设计观念
产生了深刻变化。在帮公社建
造设计猪舍、鸡棚和凉亭的过程
中，他大胆实践了自己的想法。

猪舍占地265平方米，没用
一根柱子，也没浇筑水泥，主要
的材料，就是村民就地砍来的竹
子和山上采集的茅草。村中的
老工匠，因为懂得如何盖茅草
顶，被陈浩如请上了猪舍屋顶。
在盖鸡棚时，因为农妇罗姐的建

议，他还增添了格子式的下蛋
窝，这让罗姐非常自豪。

“自然村落是传承中华文
化的主要阵地，但这些年，我们
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茅草
屋顶这种工艺，只有一位老工
匠还会。”陈浩如说，他想通过
建造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且
与自然共融共生的建筑，让村
民对家园有全新的认识：农村
有宝，须接力传承。

当 然 ，陈 卫 想 要 做 的 更
多。他希望，有朝一日，双庙村
能成为城里人和乡下人都热爱
的理想社区，并成为中国大地
上无数平凡山谷都能复制的模
式。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做更
多的事，以填平城乡之间那道
看不见的鸿沟。

太阳公社成立时，曾许下
承诺，在与村庄结缘的 15 年
里，每年为村民办件实事，通自
来水、修建路灯，或拓宽道路
⋯⋯ 总 之 ，只 要 村 民 没 有 异

议。他也希望，那些把这里当
作“后花园”的消费社员，能尽
自己所能资助乡村建设，让它
变得更加舒适宜居。

乡村留住人，仅靠硬件不
行。最近，陈卫一直在为“稻田
学堂”寻找合适的校长。这是
他长久以来的愿望，让城里娃
和乡下娃，既能在周末抓好学
习，又能撒欢奔跑在乡间，“拥
有一个完美快乐的童年，那才
是理想的家园”。

当然，其背后的商业雄心亦

不可小觑。“不同的商业业态都
会进驻。朱伊坞是乡村，也是城
市，是乡下人的，也是城里人的。”
陈卫说，这种模式一旦成功，那
么复制100个太阳公社不难，中
国的三农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不久前，陈浩如带着它的
太阳公社建筑案例《自然建造》
走进了北京设计周。不同的
是，案例用大段的描述来阐述
建筑背后，关于建设“太阳公社
理想社区”的意义。“一切将不
同于从前”，这是他的结束语。

社区●共建理想的家园

这里实践的除了有机农业，还有城里人和乡下人融合的完美社区——

太阳公社，理想在生长
本报记者 邓国芳 通讯员 罗英

这个秋天，距杭城 80公里处的
一个平凡山谷，生长着很多人的不
凡理想：

农民陆鸿翔，正值壮年却已头发
花白。坐在金灿灿的水稻田边，他收
获着为农一生的独特：20亩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的稻米，亩产都在600斤
以上。他说，他要种出中国最安全的
稻米。他是太阳公社的生产社员。

市民钱梅丽，在繁华的杭城经营
着一家家具设计公司。她是事业有成
的年轻女强人，也是一个7岁孩子的母
亲。她想为孩子觅得安全鲜美的食
材，也想找到能听得蛙声蝉鸣的“后花
园”。她是太阳公社的消费社员。

牵起乡下人陆鸿翔和城里人钱
梅丽的，是有机农业实践者——陈
卫。去年秋天，他和志同道合的伙
伴们在临安太阳镇双庙村创办了太
阳公社。起初，公社只是想要饲养
中国最安全的猪，逐渐地，这里变成
了一块独特的试验田，或关乎城乡
鸿沟的弥合、三农问题的破解。

有机农业曲高和寡，陈卫却勇往直前。
起初，他只想养中国最安全的猪。在崇

尚清淡饮食的今天，他依然不掩饰对猪肉的
热爱：“想想看，小时候吃到的猪肉的味道。”
在他的逻辑里，不是现在的人不爱吃猪肉
了，而是现在的猪肉变得不足以让人喜欢。

养猪多么平凡无奇，但陈卫和伙伴却花
了一年时间，跑遍邻近杭城的县乡，找到如今
养猪的地方——临安太阳镇双庙村，一个名
为朱伊坞的低缓狭长山谷，隶属西天目山的
余脉。这缘于他对养猪场设定的苛刻条件。

离杭不远、海拔不高、相对封闭，如大
树开枝般，满是延伸的小山谷，和许多不高
不矮的小山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群勤劳
淳朴的农民。这种地理形态，在浙北一带，
被农民普遍称呼为“坞”，多得不计其数。

地理可鉴，人心难辨。去年秋，陈卫悄
悄驾车前来。遇到农户家就停下，进去看
看主人的态度。作为突然闯入的陌生人，
他得到的回应，几乎都是笑容，和随即递来
的热茶水。他点点头，说自己终于找到了。

时隔一年，走进朱伊坞的我们，看到了
眼前的这番景象：

30多辆私家车和1辆大巴车有序地停
在路边，130 多人的参观队伍，跟着身材高
大的陈卫，浩浩荡荡地走向小山谷。一点
好奇，一点怀疑，他们来看，这里的村民如
何不用化肥农药，用失传许久的自然农法，
养出安全的鸡和猪，种出安全的菜与谷。

52 岁的杨根强，守在猪棚前已久。尽
管不善言语，但他还是努力地告诉前来参
观的城里客：“这个猪舍，是老外设计的，听
说还到威尼斯、北京参展了”、“我们的猪天
天游泳”、“我是猪棚的主人，我保证，我养
的猪，只吃公社自种的番薯和玉米。”他打
开园门，大方地邀请大家进棚参观。

在鸡舍、羊圈、菜园和稻田，迎接城里
客的，都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年龄都在
45 岁以上，年纪最大的，已到古稀之年，但
依然神采奕奕。相同的是，他们都穿着一
件蓝色 T 恤，左侧腰身上，印着七星瓢虫的
图案，被亲切地称为“永续农业实践者”。

食材●养出理想的猪

七星瓢虫，是陈卫酷爱的一种昆虫，
也是2013年的朱伊坞，难以寻觅的物种。

显然，他把对种出有机食材的渴望，寄
托在了小小的七星瓢虫身上。太阳公社的
logo，就是经过艺术渲染的七星瓢虫图案。
山谷里的石头，公社驻地的墙壁，随处可见
这个鲜明的标记。图案的红与黑，别于大
地山谷的色彩，却分明传递着某种信息。

种出有机食材，前提是必须让土地脱
离化学农药，修养生息三年。

被公社的理念所吸引，浙江农林大学的
陈浩、谢烘云，刚毕业就来到了这里。不理
繁华，扎根乡村，是因为他俩坚信，唯有青年
下乡返乡，才有可能改变目前扭曲的种植观
念，重建自然界生物链，恢复乡村生态环境。

谢烘云说，稻田里，就应该能摸到泥
鳅、黄鳝；菜地里，要挖得到蚯蚓、地老虎。

10月12日起，陆鸿翔承包种植的21.8
亩“南粳5055”水稻，开始陆续收割。整整五
个月，没打农药、没施化肥，只是请邻居帮忙
拔了几天草，多施了几包有机肥，但他却收
获了600斤以上的亩产。当他把喜讯分享给
邻镇的亲戚时，却换来一阵大笑。他回应
说：“不信？明年我还会种，你们随时来看！”

负责蔬菜和稻米生产管理的陈浩，深
知其中的艰难。

就在陆鸿翔等4位社员80亩水稻喜获
丰收的同时，还有6名水稻生产社员种植的
150亩“南粳46”，却因为今年盛夏空前的稻
瘟病，几乎颗粒无收。“有机农业种植，要有
试错的心理准备，很显然，在这片土地上，

‘南粳5055’的抗病性更强。”陈浩说。
蔬菜生产社员之一的陆树富，是公社

里最勤劳的社员。他的大棚蔬菜，总是长
势最好的。陈浩很佩服这位 60 岁的农民
老大哥。叶菜地里，若不施药，很会长地
老虎。地老虎属夜蛾科，幼虫爱藏在泥
土里，偷爬出来吃菜叶。

不能打药，陆树富就用最笨却最有效
的办法——手抓。每天清晨，天蒙蒙亮，
他就来到大棚菜地里，弯着腰，低着头，检
查每畦菜地，把地老虎一个个抓出来。这
让他想起 40 年前，父母带着他一起种菜捉
虫的时光。

陈浩说，这片土地至少与农药化肥相
处了 40 年，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重建，
需要时间，更需要投资者和生产者共同的
信念与坚持。

昆虫●培出理想的土昆虫●培出理想的土

也许，正在重建的，远不止
这里的生态环境。

短短一年间，陈卫和伙伴
们数度修改蓝图。从单纯想养
猪发展到今天，带着村民既养
猪又养鸡、养鸭、养羊，还种稻、
种菜、种果树⋯⋯更在计划外
的，是他们成立了太阳公社。

太阳镇，临安的偏远山镇，没
有当地特有的土产山核桃。双庙
村，仅有140户人家的小村，走在
村中，遇见的，多是老人和小孩的
面孔。50岁以下的壮劳力，几乎
都在镇上或临安城内务工经商。

有机农业才刚起步，农民
却已老去或洗脚进城，陈卫感
受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潜藏
的危机。而百公里之遥的杭城
人，除了对生态食品的渴求，乡
村情结也愈来愈浓。

他想，农村没有理由就此
老去，但要让农村留住农民，首
先必须让土地留住农民。于
是，他和伙伴萌发了创办“太阳
公社”的想法，牵起城里人和乡
下人，让各自需求完美对接。

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公社以
每年600元/亩的租金，首期集体

流转村内300多亩田地，租期15
年。经过细致科学的规划，和对
订户发展规模的预判，再反包给
入社村民，分别种植有机稻米、
蔬菜和瓜果，饲养禽畜或蜜蜂。

为加深村民对有机农业的
认识，在陈卫的推荐支持下，村
里还包车送大家去德清某有机
农业公司参观了一番。此后，有
人举手加入，有人静静观望，老
村长林建军说，尽管态度不尽相
同，但土地流转得相当顺利。

转眼收获季已到，陆洪翔的
稻米已收割了数亩。公社规定，

以亩产600斤为界限，以内部分
按3元/斤回购，超出部分按国家
标准粮食收购价回购。陆鸿翔
掐指一算，除去租金和成本，今
年种稻的收入近两万元。“收入
可比去年净增 1 万元至 1.5 万
元。”他说，希望明年再种20亩，

“当然，公社发展得好才有机会。”
“看到土地的能量和农业的

前景，还有村庄的发展，我相信
他们的子女一定会回来加入公
社。”陈卫说，城市化的洪流中，
很多村落正在自然消亡，但若太
阳公社在，双庙村应该就在。

农耕●打造理想的村

公社，意味共同劳动、共同
收获。但在太阳公社，这个概
念有着更为广阔的定义——生
产社员+消费社员。

首批加入公社的 30 多名
村民，是生产社员，他们的职
责，是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指导，
即不用农药、化肥、激素、抗生
素及任何的转基因种子，进行
种植养殖生产，当好“永续农业
实践者”。但对太阳公社的名
字，所有社员都不陌生。

“搞集体时，这里就是太阳
公社，第八生产队，我是队里的
农机手，现在又成了公社的农

机手。”61 岁的生产社员罗再
峰，此前已告别土地 20 多年，
但从镇里退休回来的他，毫不
犹豫地加入了公社。他说，很
怀念过去集体劳作时的那种开
心生活。

在机械化普遍代替人工的
今天，生产社员们依然找到了集
体劳作的欢乐。水稻开播那几
日，10 名社员打破各自承包田
块的界限，相互帮忙秧苗运送等
农活，很快完成了230亩田的播
种，欢笑声撒满了田间地头。

钱梅丽是首个加入公社的
消费社员，为此，她需要支付

2.5万元/年的年费，得到公社每
周两次派送的 12 份蔬果、8 个
鸡蛋、3 斤猪肉、5 斤大米，和每
月派送的 1 只鸡、1 只鸭，一个
四口之家 70%至 80%的食材需
求量。

在朋友介绍下，钱梅丽走
进了太阳公社。作为孩子母
亲，她确实在找安全可靠的食
材供应，也想为孩子找到空气
清新、河水清澈，听得到蛙声蝉
鸣的“后花园”。但最触动她，
让她决定加入公社的，是村民
的热情与笑脸。

“我看到，迎面走来、擦肩

而过的，都是村民朴素的笑脸，
很真实很温暖，让人很放松。
这是在城市里我们无法领略
的。”钱梅丽说，坐在电瓶车上
参观村庄时，她不自觉挥手，大
声向路过的村民招呼起来。

这或许又回到了陈卫寻找
养猪地的那一时刻：“我更希
望 ，这 里 有 群 勤 劳 淳 朴 的 农
民。”而正如日本“有机农业教
父”藤田和芳所说的，种菜和卖
菜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建立消
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
关系。要收获安全的食品，最
重要的是播种“信任”。

公社●重构理想的人际公社●重构理想的人际

点点指尖，回到老家
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官方微信平台

这个与乡村自然共融共生的猪舍，是陈浩如和村民的共同杰作。 本版摄影：邓国芳 陈浩如 邓芳

公社集市，来者都可购买，无人收银。

生产社员们朴素、自信的笑脸。

杨根强让猪奔跑、游泳、听音乐。

老的木楼梯改成户外茶桌。

陆树富精心照料着自己的蔬菜大棚。

春季，社员们帮衬着收割大麦。春季，社员们帮衬着收割大麦。

就算只是一方小小的水塘，也足以让城里客开怀大笑。就算只是一方小小的水塘，也足以让城里客开怀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