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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伟平

中共党员，云和县大田水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建立云和首个“葡萄技能培训学校”，向农户传授葡萄栽培技术，在
其带动下，云和及周边新增葡萄种植面积 1000 亩。担任

“云和师傅”，送种苗、助销售，帮扶农户增收。

共富路上带头头人

天气渐暖，仙居枝繁叶茂的杨
梅山上，绿油油的果子挂满枝头，浙
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首席酿酒师周增群轻车熟路地穿梭
其中，他戴着一副斯文的黑框眼镜，
皮肤晒得黑黝黝的，脚上的球鞋沾
满了泥土。

“农时不等人，现在杨梅树已经
开始坐果，得时常上山看看，疏去小
果、病虫果、畸形果。”说话间，周增
群赶紧给农户发去了提醒的微信。

27 年来，他坚守着一颗小杨梅
做各种探索研究，让仙居杨梅的深
加工产品实现从无到有，给企业带
来全新的增长点，更惠及当地十万
梅农。

从无到有
攻关一年酿出杨梅酒

53岁的周增群出生在陕西富平
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91 年，
刻苦努力的他如愿考上了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园艺系葡萄栽培与酿酒
专业。

在 90 年代初，考上大学就意味

着有了“铁饭碗”。“毕业时我被分配
到陕西渭南地区农业局下属园艺站
上班，对我们家来说是件大喜事，父
母都很高兴。”然而，周增群那颗不
安分的心一直“蠢蠢欲动”，他想要
成为一名酿酒师。

1996 年，周增群在一片反对声
中离开家乡，以政府人才引进的形
式来到仙居，担任正在筹建中的李
华酒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厂长。

来到仙居，才知道这个酒厂地处
偏僻的乡下，公司厂房也没建好，周
增群既要负责产品的研发工作，还要
负责生产设备的选型、水电基建的承
建工作，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回忆起年轻时的“叛逆”，周增
群笑称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也正是有了那时候的坚持，才有了
中国市场第一款发酵杨梅果酒的诞
生。

对于酿酒，周增群很熟悉，葡萄
酒的酿造步骤他能倒背如流，但把
原材料换成杨梅，却遇到了不少技
术难题。当时，仙居的杨梅加工产

品仅限于用白酒浸泡和杨梅罐头等
产品，他无从模仿、也没有参考文
献，却被要求用最短的时间攻克“杨
梅酿酒”这个全新的工艺。

“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取
汁，因为杨梅果肉的特殊性，用普通
的果汁分离机无法提取杨梅汁。另
外还有易沉淀、褪色、酸度高、难以
澄清等问题，导致我们酿出的杨梅
酒不仅颜色难看，也很难喝。”为了
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周增群一头扎
进实验室继续钻研，一遍又一遍地
改方案、做试验、换设备。

“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
把杨梅酒给酿出来，当看到成品各
项指标检测合格时，我的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他笑着说，那一瞬间，背
井离乡的不安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
压力都被成功的喜悦所取代，“这意
味着仙居杨梅深加工产业迈出了从
无到有的第一步。”

不停“捣鼓”
深挖小小杨梅附加值

早年间，受运输条件和销售市
场的影响，仙居的杨梅鲜果销售最

多只能消化当地一半的产量，大量
的鲜果烂在杨梅山上。

“那时候企业刚刚起步，杨梅深
加工产品的市场太小，消化不了多
少鲜果。”周增群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深知自己能做的只有埋头实
验室，开发出更好更多迎合市场需
求的杨梅饮品，把杨梅产业链做长，
挖掘出杨梅更多的衍生价值，才能
切实帮助到梅农。

2003 年，周增群工作的酿酒厂
更 名 为“ 浙 江 聚 仙 庄 饮 品 有 限 公
司”，他的身份不仅是首席酿酒师，
也成为把控企业生产和产品的质
量、新产品研发的总工程师。

“虽然我是一名酿酒师，但并没
有把目光局限在杨梅酒上，事实上，
对于市场而言，果汁饮料的接受度
更高。”意识到果酒市场的局限性，
周增群带领的研发团队开始迅速调
整方向。2004 年，“聚仙庄”开始推
出系列果蔬汁饮料。

“这个方盒子包装的冰杨梅果
蔬 汁 饮 料 是 我 们 的 经 典 款 ，也 是
现 在 卖 得 最 火 爆 的 产 品 之 一 ，还
有这款 NFC 杨梅原汁产品，是国
内 第 一 款 非 浓 缩 还 原 的 纯 鲜 果

汁，不仅获得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还申报了发明专利。”在“聚仙庄”
的 展 厅 里 ，周 增 群 指 着 琳 琅 满 目
的 杨 梅 深 加 工 产 品 侃 侃 而 谈 ，这
些 都 是 他 在 实 验 室 里 一 点 一 点

“捣鼓”出来的。
持续涌现的科研成果，带来的

是仙居杨梅一个产业的大发展，除
了用杨梅汁制作原汁、酵素、酒类，
杨梅肉、杨梅核、杨梅花青素的附加
值也被不断挖掘。

闻着杨梅酿出的酒香，周增群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现在仅“聚
仙庄”一年就能消化 5000 吨杨梅，
仙居还有 19 家杨梅深加工龙头企
业，梅农再也不用为效益发愁，为销
售担心。

“刚来仙居的时候，杨梅的深加
工产品几乎没有，杨梅的价值大多
来源于鲜果销售，而如今，全产业链
的价值已远远超过鲜果产值。”记者
了解到，2021 年仙居杨梅鲜果产值
10.1亿元，全产业链34亿元，户均增
收3.2万元。

毫无保留
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来自陕西的周增群如今能和说
着本地方言的梅农顺畅地交流，仙
居县步路乡俨然成了他的第二故
乡。

“老洪，过两天别忘了上山疏

果，你家可有不少大年树。”在“聚仙
庄”门口，村民洪友正骑着三轮车路
过，周增群赶忙叫住他。

洪友是步路乡西炉村村民，也
是最早一批给“聚仙庄”提供杨梅鲜
果的梅农之一。以前洪友种杨梅靠
的是口耳相传的土办法，费时费力
不说，种出来的杨梅品质也一般。

“现在种杨梅越来越讲究科学，我们
遇到问题最先想到的就是来找小
周。”洪友说。

身为涉农企业技术工作者、仙
居省级杨梅科创中心负责人，周增
群不仅钻研杨梅深加工产品的开
发，更是在杨梅的栽培、管理等方面
有独到的见解。

“周师傅守着杨梅研究了快 30
年，也算半个农技专家了。”“聚仙
庄”科技团队成员朱建刚告诉记者，
为了更加了解当地杨梅的种植情
况，周增群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来到
杨梅山上，和梅农们交流种植经验，
将自己所知道的杨梅栽培管理、鲜
果保存等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他们。

在周增群带领下，“聚仙庄”的科
技团队时不时为当地梅农开展课程
培训，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到田
间地头，为梅农提供种植、管理技术，
解决他们在种植中遇到的难题，几年
来累计培训人数超过8万人。

仙居“酿酒大师”周增群成倍放大杨梅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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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群

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首席酿酒师

曾 获 得 浙 江 省 农 业 先 进
工作者、国家级高级酿酒
师等荣誉称号。他深耕
杨梅深加工产业，目前
已获得发明专利 4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9 项 ，成
功开发并形成规模化生
产的产品达 11 个系列 30
多个品种，成倍地放大了
杨梅的经济效益，惠及仙
居十万梅农。

周增群使用壶式蒸
馏器
➝周增群查看杨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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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伟 平 在 葡
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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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回报，尽力去帮助别人，
就是在成全自己。”48 岁的云和“葡
萄大王”季伟平在自己的微信签名
上这样写道。

干净利落的寸头，身穿一件黑
色夹克，脚踩一双蓝色的球鞋，记者
见到季伟平时，他正在葡萄园里忙
活。1992 年从农职院校毕业以后，
季伟平选择了创业。30 年来，他锲
而不舍地执着前行，从白手起家到
致富带头人，从给自己“谋出路”到
为他人“做嫁衣”，如今季伟平的人
生目标转移到让更多的人过得更
好，一如他的微信签名所说。

创业屡败屡试
闯出葡萄种植路

常年在室外忙碌，季伟平的脸晒
得黝黑，“像这个阳光玫瑰，我 2015
年就引进了，应该是丽水最早的。”

看完葡萄，季伟平热情地邀请
记者去他的“百果园”看看其他水
果，高架草莓、油蟠桃甚至连香蕉、
椰子等热带水果都有。创新、果敢、
爱动脑筋，季伟平的个性特点在这
片果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看着眼前油蟠桃，季伟平说起
18岁创业的故事。曾经一个人去松
阳买回 100 只无法育种的山鸡，两
三年下来，他不仅没赚到钱，还倒贴
不少，不得不去玩具厂打工贴补家
用。

“如果养不行的话，那我能不能
种呢？”有一次电视上看到山东枣庄
一个农民种葡萄发家的故事后，季
伟平决定再干一把。预支工资买回
200棵金华的藤稔葡萄后，季伟平在
老家南山湖村搞起了一个葡萄种植
园。“开始以为很好种，但是葡萄生
病后，我连叫什么病都不知道。”于
是季伟平翻遍书籍杂志，甚至写信
向浙江大学教授求助。

契机出现在 1996 年，云和县为

扶持当地种植户，将他们统一带到
金华市农科所进行考察学习。“那一
次收获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葡萄是这样种的！”快速掌握技能
后，第二年，季伟平的葡萄园里就长
出了紫红浑圆的果实。

“那时候天没亮就挑着葡萄走
小路下山去卖，第一年就赚了 7000
多元。”和打工一天赚 10 元相比，种
葡 萄 的 收 入 让 季 伟 平 振 奋 起 来 。
2002 年，他决定扩大规模，在云和
城郊租下 8 亩地，先后引进了巨玫
瑰、红地球等多个优质品种。

有头脑、有技术、有场地，季伟
平的葡萄事业逐渐迈入正轨，2004
年创收超过 13 万元。之后，头脑活
络的他又建起了一个集种植、休闲、
观光于一体的葡萄农庄，致富之路
越走越宽。

知识带动增收
组织农户进课堂

“巡查”完自己的百果
园，季伟平说他得去学
生家看看葡萄种植情
况。5 分钟的车程
后 ，我 们 来 到 了
他的学生王存平
家里。

“季师傅很
热 情 也 爱 帮
忙！”52 岁的

王存平正在葡萄园里忙活着，“我有
什么事要找他，打个电话立马就来
了。”王存平笑着说，他是“葡萄大
学”的第一批毕业生，一晃 10 多年
过去，现在自己都当别人的老师了，
但季伟平还是放心不下，连什么时
候打农药都要打电话提醒。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季伟平

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党员，开始考
虑带领其他农户一起致富。2010
年，季伟平前往山东参加了全国青
年致富带头人培训，“靠个人单打独
斗不行，要把技术传给大家，带大家
组团发展、共同致富。”有了灵感，他
立马行动起来。当年8月，季伟平投
资 10 多万元成立了当时云和首个

“葡萄技能培训学校”，请来专家学
者一起授课。这个农户口中的“葡
萄大学”就设在季伟平自己的葡萄
园，园内一间 60 平方米的教室，一
块白板，数排桌椅，是农户们上课的

“课堂”，大伙儿抱着书本，定期跟着
季伟平学习葡萄栽培技术。“当时两
年就培训了 300 多个人，有很多还
是其他县市跑过来学的。”在季伟平
的帮助下，不少前来学习的农户专
职种起葡萄。

“你这个排水怎么还没弄？”说
着说着，季伟平“数落”起王存平来，
随后就撸起衣袖一头扎进园里忙活
起来。王存平羞赧一笑，似是早已
习惯了这个比自己还小 4 岁的老师
在一旁的唠叨。

办学第二年，季伟平当上了“云
和师傅”。“云和师傅”集结了云和籍
各个领域的知识技术型劳动者，师
傅们通过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及创业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当地群众一起
致富。“当上‘云和师傅’后，我才更
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党员的责任
和使命。”尤其是成为“云和师傅”
协会第三党支部书记后，季伟平
深感责任重大，“我对党的认识更
进了一步，也想更好实现自己的
价值。”

当时“云和师傅”党员要结对
一家困难户，但季伟平一个人就帮
扶了五家种植户，日常给他们输送
种苗、教他们技术，帮忙销售葡萄，
王存平也是帮扶对象之一。如今，
王存平一家管着两个葡萄园，年收

入有 20 多万元。“多亏了季师傅这
么多年的照顾！”说起季伟平，王家
人满满的感动。

致富不忘桑梓
让空心村焕发活力

虽然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
跟，但季伟平心中却一直牵挂着故
乡南山湖村。

如今的南山湖村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原本荒废的土地种上了黄
桃、葡萄和青枣等各类水果，水田里
养起了高山螺蛳，山林间镶嵌着黑
瓦白墙，各项基础设施正有条不紊
地建设中。

走在乡间小道上，季伟平回忆
起他 7 年前时隔多年再回村的场
景。山路崎岖，黄墙黑瓦的土房孤
零零地守在大片荒芜的田野边，村
庄只剩几位老人留守。此情此景让
季伟平感慨万分，立志要让村庄面
貌一新。

他从外出村民手中租下近 300
亩山地，开荒拓土、疏通沟渠、夯实
田埂⋯⋯在季伟平的努力下，沉寂
的南山湖村慢慢苏醒。“但我一个人
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季伟平发
现，只靠农业发展难以激发村庄活
力。5年前，青田人邹超杰带来了稻
田酒店的项目，让季伟平看到了新
希望。

“ 去 年 我 们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12 万元，现在已经有几个村民选
择回村帮忙打理民宿了。”目前南
山 湖 村 的 建 设 仍 在 起 步 阶 段 ，如
何 让 更 多 村 民 回 归、进 一 步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季 伟 平 将 继 续 为 之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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