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走在城市，牵挂着乡村。老
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
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
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 现场直击

山上渔山，稻外有情
——本报与富阳渔山乡“稻米实验”第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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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珺 邓国芳
通讯员 赵国青

老家归来

新闻周刊 ■ 新农村 在这里，阅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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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人和
“我们渔山，从来没有

这么风光过”
11 月 11 日抵达渔山时，

但见金黄稻浪摇曳之处，乡民
们都在忙碌：把新收割下来的
稻草堆成草垛，放置在入口两
侧，再贴上“五谷丰登”的红纸
黑字，就是最乡土又最时尚的
布景；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
在收拾庭院，清扫垃圾，只为
给游客留下好印象。

渔山村党委书记李敏，来
回在村庄里走动，嘱咐这家妇
女备好米糕的原料，那家男人
要赶紧把桌子摆放起来。11
月 15 日“稻香节”举办那天，

“米制品一条街”，要尽量提供
丰富多样的米制品，让游客领
略到渔山稻米的魅力。

从2012年开始，每年这个
时节，就是渔山百姓的盛大节
日。所有的乡民，都围着“稻
香节”转，村庄洋溢着忙碌、快
乐、兴奋的气息。“我们渔山，
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我们
都很自豪。”村老年协会会长
彭明亮对记者说。

69岁的老彭，还是村里的
种田能手。在他的带领下，村
中 20 位平均年龄 65 岁的老
人，成了渔山千亩粮食高产示
范区的主力军。每年春耕之
时，银发老人飞梭般地插秧，
种植 5亩攻关田，已成为渔山
一道抢眼的风景。

村党委书记李敏，真切地
感受着“稻香节”举办后渔山
百姓面貌的变化：“因为历史、
地理等因素，在外人看来，渔
山向来民风彪悍，好上访，政
府工作难以推动，渔山发展也
一直落后于富阳各地。随着

‘稻香节’的举办，村民的自主
性和自豪感被彻底唤醒了。”

这 种 改 变 ，数 据 为 证 。
2012年、2013年，渔山乡政府
在社会综合评价中，从原先的
富阳市倒数第二名，跃升至前
四名，老百姓的满意度和支持
率大幅提升。

富春江畔，稻花飘香。
富阳市渔山乡渔山村，金

黄的稻浪间，69 岁的老农周志
鹏，喜笑颜开地来回穿行，丈量
划分着“割稻体验区”。他自豪
地说，明天，他受邀去当地小学
讲课，“就说稻米是怎么种出来
的”。

农耕馆隔壁，阿洋茶馆的
女主人陆萍萍，悉心收拾着茶
舍和后院。她说，“稻香节”那
天，茶室免费开放，供参观者歇
息品茶，必须打扫干净，不能丢
了渔山人的脸。

生于斯、长于斯的墨竹艺
术家何新来，带领着 10 多个心
灵手巧的乡民，接棒此次“稻香
节”的稻草人秀。不同的是，除
了“喜羊羊”和“熊出没”，他还
把渔山的人文典故变成了生动
的稻草人组景。

村庄背后，海拔 528 米的林
峰山腰处，返山而居的傅尧文，
静心倾听着山下传来的脚步
声。他说，从“稻香节”开始，这
条美丽的山道终于为人所知。

乡民的坚持、政府的努力、
媒体的守望⋯⋯第三届“稻香
节”举办前夕，我们重访渔山，收
获了更多关于人与稻米的故事。

更令人喜悦的，是渔山乡
在保住 1700 亩连片稻田的同
时，多年前规划发掘的那条山
道——“百里生态休闲文化长
廊”，也迎来了回归乡民的开发
建设和更多外来投资者的目光。

渔山，山下有田，稻香名扬
四方；山上有景，游客纷至沓
来。“渔浦江山天下稀”，南宋爱
国诗人陆游当年的吟唱，化为
渔山此刻真切的风景和机遇。

邓国芳

2012年春，富春江南岸，种粮
大户周午福的呐喊，牵动着周刊
采编人员的心：

隐匿于江畔的千年古镇——
富阳渔山乡，因为近邻萧山苗木
业的不断扩张，1700 亩连片稻田
的命运岌岌可危。作为杭州地区
为数不多的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
之一，此前，在渔山老农的精耕细
作下，这里年年刷新着杭州乃至
浙江的水稻高产纪录。

种稻谷，土地流转价 500 元；

种苗木，土地流转价 1000 元。这
场水稻与苗木的争夺战，起点并
不公平，结局或可预知。“若没有
那 千 亩 稻 田 ，渔 山 就 不 是 渔 山
了”，这片稻田的命运，亦成为外
出渔山人心底的惆怅。

那年春天，为拯救这片稻田，
周刊与渔山乡政府联合发起“富
春江边，我的小粮仓”认领活动，
并允诺秋天丰收之际，邀请城里
的申领者共赴渔山，体验水稻收
割之乐，把“小粮仓”的新米带回
家。这个新诞生的节日，有个好
听的名字，叫“稻香节”。

一年复一年，我们跟踪记录，
持续报道，感受着“稻香节”带来
的诸多变化，也更能体会这场“稻
米实验”背后的“玄机”：投“米”问
路的渔山乡，终于在漫长的沉寂
之后，寻得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
之路。

这也给常年行走在浙江乡野
的我们再次提醒：山乡发展，要充
分发挥传统农业优势，借机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业，把农业和服务
业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才能越
过工业化阵痛，保得青山绿水，赢
得村美民富。

稻米的玄机
■ 乡野观察

稻香·人归
“回来搞农业，想让

更多人认识渔山”
年过五旬的渔山人王焕

章，早年就身居杭城，也从未
涉足过农业。然而，他却做
出让家人诧异的决定，回乡
承包林地，发展生态农业。
今年夏天，他在石牛山顶承
包的 300 亩山地，收获了第
一茬西瓜。

尽管奔着投资农业回
归，但王焕章却大方地把西
瓜分给了亲朋好友。“林峰
山—石牛山—安顶山，群山
连绵，海拔都在600米以上，常
年被江水雾气浸润，好山、好
水、好空气，种出来的西瓜别提
多鲜甜。我想让朋友们知道，
渔山是个好地方。”他说。

“渔山人均耕地 0.2 亩，
却保留着 1700亩连片稻田，
这是渔山人对稻米的深情。
但保护了耕地，就必须另谋
出路。渔山真正的宝地，其
实是稻田背后那丰富的山林
资源。”渔山乡党委书记方德
玉说，希望通过举办“稻香
节”，让更多人走进渔山，看
到渔山的潜力。

从墅溪村进去，绕过清
澈的大坞水库，沿着蜿蜒的
盘山公路，满目的秋日山林
美景，把我们带到了林峰老
村的傅尧文家。这是个如画
般的村庄，镶嵌在云雾和苍
翠之中。据乡里干部说，这
儿已被一个杭州客商看中，
想要整体发展高档民宿。

2012年秋，早就下山移
民的傅尧文，决心重返林峰
老村。他收拾好屋子，挂起
农家乐的牌子，和妻子张罗
起新的事业。“现在，看完渔
山稻田，自驾到林峰山玩的
游客可多了。”傅尧文说，还
有几户人家也回到林峰山开
起了农家乐，“不过，大家要
严格按乡里规划发展，如果
无序竞争，就会毁了这么好
的机遇。”

本报记者 许雅文
通讯员 张刘芃 罗英

本报“美丽乡村”周刊（线上微
信平台叫“老家”，微信公众号：
zjrbmlxc）和这片 1700 亩的稻田已
经相识了 3 年有余。今年“稻香
节”之际，我们特邀 10组“老家粉”
来到渔山，共同欢庆稻米的丰收，
一起领略稻田背后，那段深藏着富
春秀美风光的山道，为山乡复兴而
呐喊。

上半场：
稻田里，来了城里人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
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
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
话语⋯⋯”

江风拂过渔山乡的 1700亩稻
田，耳边响起了李健的《风吹麦
浪》。虽然眼前是稻，而非麦，但是
面对收获时内心的蠢蠢而动，相信
都是一样的。面对着稻田，那种远
离城市喧嚣的轻柔，那种透着清新
的质地，令人动容。

割稻体验区，便是 10组“老家
粉”来到富阳渔山乡的第一个目的
地。

孩子们欢呼，因为他们第一次
见到稻子，第一次拿起镰刀；大人
们摩拳擦掌，则是对儿时生活的追
念。相较于机器，人工收割的效率
显然望尘不及，所以这样的割稻体
验，亦是难得。

来自萧山的蔡亚红带来了 11
岁的儿子葛凌宇，和很多城市的孩
子不同，葛凌宇对下田割稻没有丝
毫的犹豫，挥舞镰刀，“咔嚓”一声，
干净利落。他在前面割稻子，蔡亚
红就在后面帮他摆，不一会儿稻子
就堆成了小山丘。从没体验过割
稻的葛凌宇格外兴奋。脏兮兮的
小手，裹满了泥的裤腿，葛凌宇欢
乐地踏在地上，抖去一身的泥土。

6岁的赵唯之是本次活动中最
小的“老家粉”，小小的背影就掩映
在稻穗下。年纪虽小，却有着满肚
子的问题。“伯伯，是不是这样？”她
边割边向当地的农民问个不停，最
后她背起一小把自己亲手割的稻
穗，一蹦一跳留下一串欢声笑语。

吴紫银则站在田埂上和自己
的儿子吴羽醍说着种稻的辛劳。
曾经咿呀学语，口中念着“粒粒皆
辛苦”的人，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孩
子。但是，这句话仿佛成了一种恒
念，到如今也没有半丝半缕消逝。

下半场：
林峰上，奔跑吧兄弟

离开了稻田，“老家粉”都想看
一看渔山乡的另一面，于是，林峰
成了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下午1
时，在渔山乡政府，倒车、排队、打
双跳，10辆车在江边公路上驶成了
一条“有素质、有纪律、有方向”的
车队，在村姑小芳的带领下，向秀
美的大山，出发！

上山的路，一个接着一个急转
弯，仿佛善意提醒着“老家粉”：“慢
慢开，风景惹人醉！”清凉的山风滑
过车窗，群山绵延，层林尽染，红黄
的叶子相融，风姿别具⋯⋯

大约 20 分钟车程后，“老家”
工作人员和“老家粉”们到达林峰
山顶，开始徒步朝雄鹅鼻进发。葛
凌宇甩开大部队，一溜烟儿没了
影。奔跑吧少年！

松软的泥土，新鲜的空气，大
人们则一路走一路拍。

这时我们认识了本次活动中
年龄最大的“老家粉”，家住富阳79
岁的王淑华，背挺直，迈大步，走起
山路丝毫不吃力。原来，她自己平
时经常出去玩，附近的白马山也时
常转转，身体非常硬朗。

途中，葛凌宇的妈妈对我们
说，这周原本有其他安排，于是就
想把机会让给儿子的好朋友。结
果一联系，才知两家一起抽中了！
拼成一辆车出发，既省事儿，又相
互有个照应。

900米的山路，“老家粉”们或
在奔跑中到达，或在风景中流连，
最终到达雄鹅鼻山庄。这里视野
开阔、宛若仙境，能看到富春江、钱
塘江、浦阳江三江交汇。热热的一
杯绿茶，配上农家自炒的瓜子和汁
水充沛的甘蔗，拉拉家常、拍拍
照。山庄老板告诉我们，城里人喜
欢来这里，看风景吃农家菜，每周
末山庄的房间都爆满。

随着“山上渔山”规划的提出，
除了稻米，这里有了更多可能。

10组“老家粉”如约来到渔山——

稻田里、群山中，
我们如此撒欢

69 岁的老农周志鹏和 6 岁的赵唯
之在稻田边开心对话。

浙江新闻APP和“老家”推广热闹开场。浙江新闻APP和“老家”推广热闹开场。

雄鹅鼻山庄主人热情招待“老家粉”。

爬上林峰山顶，富春风光尽收眼底。

何新来带领乡民创作的稻草秀。

一丛稻穗，是对割稻人的奖励。
本版摄影：张刘芃 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