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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一村的乡村综合体“如意山房”引来诸多市民游客。

横一村的村民在古柿林中卖柿子。

寒冬时节，江山市上余镇李坪村的
“共富工坊”里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
象，十余口大锅按两列排开，工人正用长
铲不停地翻动锅里的糖浆。当地以甘蔗
产业为载体，投资700万元打造集种植、
生产、销售、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甜蜜

“共富工坊”，把传统红糖产业培育成为
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吸引了不少城里人
参观打卡，掏钱买“甜蜜”。

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李坪村就以
种植糖蔗为主，有近三成村民从事甘蔗
种植，榨糖历史悠久，保留着完整古法手
工制糖技术，被誉为“ 浙西红糖第一
村”。随着时代的变迁，李坪村原有的古
法制糖无许可证、产量低、规模小、分布
散、生产乱等问题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瓶颈。

项目是发展的牛鼻子。当得知江山
市正在与杭州市拱墅区开展新一轮“山
海协作”消息后，李坪村全力挖掘乡贤资
源，先后争取到“山海协作”项目资金
200 万元，用于红糖作坊收储改造和“糖
香园”项目建设。

随着项目推进，李坪村的发展变化
得到了江山市委市政府的认可和重视，
成功列入“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示范
村，并争取到 2000 多万元资金，启动建
设集红糖展示、旅游接待、夜光游园、亲
子活动为一体的糖香园及亲子游乐园等
项目，使李坪村在做大做强红糖产业的
同时，朝着农旅结合的 2.0 版本快速迈
进。

预计到2023年底，李坪村甘蔗种植
规模将再扩大三倍，红糖系列产品年销
售额可达 2000 万元，为村里带动就业
200 多人，真正把传统红糖产业培育成
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拍友 程伟 蒋君 邓琪 摄影报道

“甜蜜产业”带富一方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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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田 里 开 小 火 车 ，茅 草 鸭 棚 变 身 咖 啡
馆⋯⋯近日，记者走进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
一村，发现那里处处充满着活力。

横一村生态环境优美，以出产梅里方顶柿
闻名。从一颗柿子开始，横一村踏上美丽经济
探索之路。

“横一既是我们老百姓的农园，也是城里
人的公园。”站在柿林间，村党委书记傅临产告
诉记者，横一村通过网红带“村红”的模式，把
流量引进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近一年来，
横一村已经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2018 年 10 月，横一村试水举办首届梅里
方顶柿丰收节，吸引游客 3000 多人次，一天
销出柿子约 10000 斤，“美丽经济”的效应开
始显现。之后两年，横一村连续举办两届梅
里方柿节，在保留乡土温情的同时，赋予柿子
节更多时尚和年轻的元素，不仅四邻八乡的
村民来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涌进这个小山
村，在柿子林间拍照，体验打柿子，在海“柿”
山盟打卡。

从卖柿子、卖大米，到卖风景、卖文化，横
一村用现代人对现代农村的向往撬动了村庄
富裕的杠杆。“乡村让人们更向往”的美好愿
景，正在横一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徐斌 李震宇 姚颖康 孙潇娜
吕之遥 姚朱婧 郎豫风 拍友 蔡卡特 摄影报道

从卖柿子到卖风景 探索共富新路径

了不起的乡村了不起的乡村

身着整齐工作服的工人在“共富工坊”加工红糖。

从卖柿子到卖风景，横一村撬动共同富裕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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