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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智慧”走向全国

“寀卢经验”的诞生历程颇为传奇。
上世纪90年代初，寀卢村因近85%

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村里土地荒芜。
1993 年，村民卢法素将早稻直接撒播，
不料竟省力又增产。

看到“撒直播法”能有效解决土地抛
荒问题，当年，寀卢村党总支就带领 19
户党员干部家庭直播试种，成功后在全
村推广。

眼看水稻丰收，收割又遇人力不足
的困难，村党总支又成立寀卢农副业发
展服务公司，挑选61名党员和技术骨干
组成团队，统一管理农田，“农技+机械
化农机+社会化规模服务”，取得了“三
省两高”即省工、省力、省本、高产、高效
的效果，“寀卢经验”正式形成，并在浙江
全省推广。

2000年，“寀卢经验”被《人民日报》
报道。2001 年 7 月，寀卢村党委被评为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为什么“寀卢经验”可以成功，甚至

还走向全国，除了民间智慧，还有当地村
党委真正把一方水土装进心里的“初
心”。初心不改，方有 19 户党员干部家

庭直播试种；初心不改，方有党员+技术
骨干组成的“农技+机械化农机+社会化
规模服务”。

美丽田园助力“共富”

“寀卢经验”为寀卢村发展打下了
基础，寀卢村也是东阳最早呈现“田成
方、路成框、渠成网”农业作业环境，并
较早实现土地流转，实现经营方式“分
散”向“集成”转变的地方之一，由此，
一 处 处 特 殊 为 寀 卢 村 发 展 拉 动 了 引
擎。

2020年，寀卢村抓住共享田园发展
机会，将美丽建设从村里向田野延展，将
现代农业、休闲观光、文化旅游完美融合。

如今，规划4000余亩的寀卢共享田
园已成为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1000
余亩成片油菜、早晚稻次第呈现，农作物
变成了天然“景观带”，农业机耕道也变
成了“跑道”，水果基地、紫藤长廊、樱花
大道、梯台花田、农业科技园、七星公园
等串联其中，凌空于稻田之上的廊桥灯
光变换、光彩夺目⋯⋯

在不改变原有农业耕作的基础上，
当地用打造公园的方式打造田园，老百
姓获得感满意度大幅提升，美丽的田园

吸引来源源不断的游客。今年清明假
期，寀卢村共享田园每天接待游客超
5000人次。

“过去，我们让一部分农业大户和企
业家先富，进入新时代，通过将土地流转
资金发还村民、走工业反哺农业、布局旅
游业态、鼓励创业，实现村集体、村民收
入年年稳步提升。”寀卢村党委书记卢阳
春说，去年，寀卢村与邻近的单良村、徐
田村等 7 个村一起成立八村共富联盟，
共同实施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
今年，又与杭州瑞象教育合作实施农文
旅合作项目、与东阳市供销总社和三江
农业公司实施现代果蔬基地项目，努力
把“共享田园”打造成“共富项目”。

数字化发展呈现新气象

在全省加快建设数字浙江的当下，
寀卢村也积极利用 5G 技术，从农业“机
械化”走向产业“数字化”，2019年，村里

探索建立“智慧寀卢云平台”，1200亩农
田全部纳入5G数字化管理。

种粮大户郭生龙 300 亩地就由一
人管理，“智慧田园”全程在线监控，及
时科学干预，播种、施肥、除虫、收割、晒
干、入库等生产环节无人机、机械化运
作⋯⋯

寀卢村还成立了自己的农产品品牌
“寀卢严选”。农产品用的什么种子，什
么时候种下，什么时候收割，产量多少，
所有数据纳入数字化管理，有据可查。
如此一来，不仅农产品品质有保障，还提
升了附加值，促进线上线下销售，最终增
加农民收入。果农单忠民承包的 20 亩
桑椹种植园，通过数字化管理和统一品
牌销售后，去年产值和利润较前年分别
提高15%和21%。

如今，寀卢村 905 户 2987 人，仍有
1/3 在外工作，此外，村里还有“新村民”
2700 余人，其中 2000 人左右住企业宿
舍，700人租住农家，新村民多以在村企

业上班为主。这两年做生意、从事农业
生产的“新村民”也逐渐增多，还有这两
年数量都在增加的游客，“新村民”让寀
卢人气回归，发展力提升。去年，寀卢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 565 万元，人均收入超
8万元。

2022 年，东阳市还以寀卢村为核
心，打造 2 条“寀卢经验”联动致富共富
联盟党建示范带，涉及7个镇乡街道、14
个共富党建联盟、59 个村，旨在放大“寀
卢经验”传播示范效应，带动区域性整体
共富⋯⋯

“党建引领，是‘寀卢经验’每一个阶
段的核心内涵，寀卢村还摸索实践出‘党
建引领六法’，组织管理‘分类法’、联系
群众‘包联法’、便民服务‘坐岗法’、议事
决策‘五步法’、矛盾调处‘圆桌法’、乡风
培育‘契约法’等。”寀卢村党委书记卢阳
春说，党建因子始终贯穿寀卢村乡村发
展的方方面面，给乡村发展注入了灵魂，
带来了生机。

解码新时代“寀卢经验”
孙新萍 朱斌良 傅颖杰

6月18日，周六，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的“共享田园”成了“网红打卡

地”，数百游人穿梭其间，本地村民及外来“新村民”在田埂边摆摊卖点商

品、土货，生意着实不错。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背景下，闻名全国 20

余年的“寀卢经验”也探索出了新的精神内核，解码新时代“寀卢经验”，让

当地共同富裕之路愈加行稳致远。

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 胡扬辉 摄

寀卢村村庄美景 胡扬辉 摄 游客在寀卢村游玩 胡扬辉 摄

党建引领，是“寀卢经验”每一
个阶段的核心内涵，党建因子始终
贯穿寀卢村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
给乡村发展注入了灵魂，带来了生
机。

▶组织管理“分类法”。按“行
业相近，地域相邻”原则，在村党委
下设农副业、老年协会、企业联合
和凯文磁钢有限公司 4 个党支部，
经常性组织 4 个支部党员一起开展
活动，互联互动。

▶联系群众“包联法”。党员
干部“就亲就便”结对6至10户农户

（企业），做好包联农户工作。
▶便民服务“坐岗法”。村干

部是村里关键少数,轮值的村干部
负责处理村内日常事务，为村民提
供代办服务。目前，村里可为村民
提供 17 项便民代办服务事项，年均
代办服务群众事项2000件次以上。

▶议事决策“五步法”。探索
了一套“汇心声、定议题、听意见、
做决策、抓落实”的“五步法”，核心
就是“多听意见多协商，定了就干，
干就干好”。

▶矛盾调处“圆桌法”。遇到
矛盾纠纷，先坐下来，商量着办。
寀卢在党群服务中心专门开设“说
事室”，联村干部、“法律顾问”、村
干部、“老娘舅”一起参与协调。

▶乡风培育“契约法”。乡村
兴不兴，文明是关键。村里相继开
展模范家庭、邻里节、文明家庭、好
儿媳评比等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同时组建村规民约监督执
行小组，对违反的村民视情况给与
批评教育、写悔改书、扣减福利分
红等处理。

东阳寀卢村
“党建引领六法”

搭大棚
采用设施化种植

从建金高速转入 47 省道，10 多分
钟到达兰溪市马涧镇。青山连绵起伏
间，一座座白色大棚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成为“中国杨梅之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杨梅能有今天的规模，全靠当初选
择的设施化种植。”马涧镇党委书记许文
芳坦言，给杨梅盖上大棚，并非马涧首
创，但是把它优化并发扬，得益于一批敢
闯敢干的种植大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是“杨梅大学生”倪晓军。

为了告别“靠天吃饭”，倪晓军2011
年开始种植大棚杨梅。经过5年反复实
验，他摸索出一套达到最佳口感的大棚
种植窍门，并在“浙江农业之最”杨梅擂
台赛中一举夺魁。最关键的是，他种的
大棚杨梅市场价要比普通杨梅高出2至
3倍。

自此，倪晓军蹚出一条大棚杨梅种
植新路，随后，他一边教大伙大棚种植技
术，一边参与起草兰溪大棚促早杨梅技
术操作规程。

为了倡导和鼓励设施农业发展，兰
溪市政府近年来先后出 台 了 补 贴 政
策。在政府扶持和市场激励下，杨梅山
上的大棚十年间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
出来⋯⋯

然而，尝到甜头的大户并不满足于
此，他们试图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精细
化管理，种出极品杨梅。2021 年，汤友
贵率先探索智慧大棚——

土 肥 一 体 化 的 喷 灌、滴 灌 技 术 ，
LED 灯补光，转膜系统、温湿度可控系
统⋯⋯在数字化调控下，杨梅的品相和
甜度接近完美。一颗颗成熟的东魁杨梅
已挂满枝头，个头如乒乓球大小，紫红艳
丽，让人垂涎欲滴。其中，规格最高的精
品杨梅每一颗能卖到12元。

“点点手机就能管好大棚，比管露天
杨梅轻松多了。”汤友贵说，利用数字化

管理手段，从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病
虫五个方面进行精细管控。比如哪个棚
温度过高或哪个棚缺水，在手机上就可
以马上处理，一棵杨梅树的精品率能达
到80%以上。

育大户
鼓励规模化经营

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杨梅
大户陶奉源的电话响个不停：“根本不愁
卖。”他说，一天有上百个人加他好友，都
来不及点。精品杨梅每斤单价最高卖到
170元，还是供不应求。

兰溪农业资源丰富，拥有杨梅等 6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占全省
第一。但是大部分农产品以散种为主，
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打响品牌，价格更
是卖不上去。

为破解这一难题，兰溪引导农户规
模化经营，并推出“明星农人”打造计划，
通过土地流转和政策帮扶等把一批有能
力的散户培育成大户，再通过大户带动
散户实现“提低”“扩中”。经过几年发
展，陶奉源、倪晓军、汤友贵等一大批杨
梅大户脱颖而出。

作为马涧新农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陶奉源旗下有 300 亩杨梅，其中
130 多亩大棚，带着一批几十亩规模的
散户：“大户打高价、立标杆，散户自然
也看涨，愈发重视品质，形成良性循
环。”

2019年，他率先成立了兰溪奉源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杨梅汁生产技术，
提升杨梅附加值，不断延伸杨梅产业
链。每年，陶奉源会向散户收购一两千
吨杨梅用于深加工，他说：“市场上杨梅
产量过剩时，可以通过收购、储备延长产

业链，带动散户致富增收。”
今年年初，马涧镇又出台了《“星星之

火”杨梅大户培育方案》，镇财政安排专项
奖励资金200万元，对马涧镇域范围内符
合条件的精品大棚杨梅大户进行奖励，
此外，大户还可以享受其他相应的扶持
政策。目标到今年年底，新增大棚杨梅

20亩以上种植大户20户以上、50亩以上
大户10户以上。

建大平台
探寻产业化发展

一条曲折的游道蜿蜒山间，两侧杨
梅树挂满果实，三颗大小各异的“杨梅
果”地标建筑跃入眼帘⋯⋯

这里就是马涧镇精品杨梅风情园，
西起马涧村，一路向东，途径下杜、马坞、
蒋坞和西湖等5个杨梅主产村。十几公
里环线，将沿途的精品村落、古道、驿站
以及大小自然景点全串联在一起。风情
园沿线延伸出 13 条优质的杨梅采摘路
线。

作为兰溪杨梅主产区，马涧镇一直
不断探索产业与文旅融合新业态，探寻
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独特地理环
境和自然风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生态
环境整治和提升，于 2020 年打造了精
品杨梅风情园。该平台集合杨梅采摘、
休闲观光、儿童游乐、学习体验、农技推
广、产品研发、杨梅深加工等多功能于
一体。

这段时间，不少游客纷至沓来。一
颗颗红得发紫的果实挂在枝头，随风而
动。轻轻咬一口，唇齿间立马就被染上
了紫红色，汁水在口腔内四溅。游客边
摘边吃，不一会儿就摘满箩筐，欢声笑语
不断。

据了解，该风情园开园当年共吸引
游客 50 万人次，促销杨梅采摘 3000 多
吨，金额达 6000 多万元，带动农家乐及
旅游收入2000多万元。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备申报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风情园是核心区
域。”许文芳说，下一步他们将充分利用
地形优势，打造露营基地、婚礼基地、杨
梅物种园、酒堡、杨梅深加工展示基地、
民宿、餐饮等项目，形成村民富、村庄美、
业态丰的乡村乐园。

抓龙头提品质创品牌 持续做大做强杨梅产业

兰溪马涧：打造致富新“梅”景
薛文春 包俞良

六月仲夏，骊珠染荫红。作为浙江中西部最大的杨梅产区，兰溪市马涧镇拥有杨梅 4 万多亩，其中大棚杨梅 1500 多亩，为全省最大的设施栽培杨梅基

地。今年，杨梅鲜果销售1万吨，单价同比上涨25%。

近年来，马涧镇把杨梅作为推动共同富裕主抓手，紧紧围绕杨梅产业提升这一核心，全力扶持设施大棚搭建、重点培育种植大户、打造文旅大平台，通过持

续抓龙头、提品质、创品牌实现“三产”融合，走出一条有辨识度的杨梅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直播卖杨梅 王萍 摄直播卖杨梅 王萍 摄

精品杨梅风情园入口 （兰溪市马涧镇供图）

东魁杨梅 王萍 摄

大棚杨梅山航拍图 王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