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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们 鞭 春 牛/高 举 的 柳 枝 落 在
渐生春风的大地上/源远流长的不止
农 耕 ⋯⋯”2 月 4 日 ，立 春 ，衢 州 市 柯
城 区 沟 溪 乡 余 西 村 村 民 余 元 峰 站 在
自 家 院 里 ，吟 诵 着 刚 刚 自 创 的 诗 歌

《立春》。
迄今为止，余元峰已创作了上千首

诗歌，这些诗歌基本上以农村、农民为题
材。因此，余元峰有了“农民诗人”的称
号。记者见到他时，感觉眼前这位身穿
休闲装、脚踩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似乎和
想象中的农民形象有些不同，更不会和
诗人联系在一起。但当他翻阅诗集，吟
诵自创作品时，诗人的气质一下子就立
了起来。

不久前，余元峰填词的村歌《在余
东，画一个未来》获得浙江省第十五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歌词描绘
了以余东村和余西村为中心的余东未来
乡村的旖旎风光、人文底蕴。

写诗不为生计，它是
一个理想

今年 49 岁的余元峰自幼爱好文
学。小学时，他就是语文课代表，作文经
常被语文老师表扬。

上世纪 80 年代末，还在上中学的
余元峰接触到北岛、舒婷、顾城等朦胧
诗派诗人的作品，被其虚实相生、含蓄
隽永的表现形式以及朦胧的艺术感深
深地吸引。

从那时起，余元峰开始尝试创作
诗歌。“我不懂诗该怎么写，只觉得要
把看到的、认为有意思的景和物记录
下来。”余元峰说，那时课余还要帮着
家里干农活，他就把笔和本子揣在兜
里，劳作时突然有了灵感，就随手写下
来。

“我有一首旧作《每一颗落日都满
含热泪》。记得有一次，我忙着干农
活，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抬头看到斜阳
余辉，想到母亲在家中已备好饭菜等着
我，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余
元峰说。

“这叫拿起锄头是农民，抓起笔杆是
诗人。”记者对余元峰说。被记者称为

“诗人”，余元峰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
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我现在还保存着
六七本多年前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
记录着那时写下的诗句，但那些诗歌都
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在余元峰看来，
那时他还没有发表过诗作，当“诗人”还

不够格哩。
高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余

元峰外出创业。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始
终没有放弃诗歌阅读和创作。他经常购
买诗刊，夜晚还会整理、记录一天当中的
诗歌灵感，漂泊在外的乡愁，成了他的创
作源泉。

余元峰说，写诗不为生计，它是一个
理想、一种精神支撑。他一直坚持创作，
至今笔耕不辍30余年。

2017年，余元峰结识了一些衢州本
地诗人。其中，衢州市作家协会诗创委
主任崔岩、副主任孙剑都对余元峰的诗
歌表示肯定，这让余元峰的诗歌理想更
加坚定：“我和诗友经常切磋交流，这让
我的诗歌创作更加成熟。也是在他们的
帮助下，我加入了衢州市作家协会。”余
元峰说。

此后，余元峰更加积极地给诗刊杂
志投稿。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余
西”，其中饱含着对家乡的眷恋。这些
年，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诗刊》《江南
诗》《中华文学》《浙江作家》《浙江诗人》
等刊物上。

又不要你掏钱，写写
试试吧

余元峰认为，诗歌创作要回归生活
本身。

2020 年，余元峰回到余西村，依托
在外承包食堂的经验在村里开起了餐
厅。作为返乡诗人，他把很多新奇的想
法付诸实践。

他推动举办农民诗创作培训班，
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诗人》
杂志负责人，衢州市作家协会诗创委
成员为村民授课；将村民创作的诗歌
修改、整理后给诗刊杂志投稿，激发村
民的创作热情；他还将诗歌喷绘在农
房的墙面上，希望让人们嗅到清新的
艺术气息⋯⋯

在余元峰的带动和影响下，有200余
名村民参加了农民诗创作培训班和各种农
民诗创作活动，也涌现出一批农民诗人。

村民郑有香就是其中之一。“我 50
多岁一把年纪了，书都没读过几本，写诗
更不行。”一开始，郑有香很不自信，拒绝

了余元峰的写诗邀请。
“又不要你掏钱，写写试试吧！”经不

住余元峰软磨硬泡，郑有香最终决定试
一试。在农民诗创作培训班上，郑有香
写出一首小诗——“从前，娘家到余西村
隔着泥泞的田路/现在，是风景和高楼/
公路很宽，群山很高/所有的空气都慢下
来，等你来呼吸⋯⋯”这首诗得到了授课
老师的表扬。

“我一直以为诗离我很远，没想到我
也可以写诗。”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认可，
郑有香受到了鼓舞。她一闲下来就写
诗，写诗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她说：“农
村生活并不是大家印象中那样单调乏
味，这里的文化生活很丰富。”

2021 年 10 月，在衢州市作家协会、
柯城区委宣传部等部门支持下，衢州市
首家农民诗创作基地在余西村挂牌，定
期组织周边村民、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
创作培训和交流。

如今，余西村一派诗意盎然的景象。
不少村民在一起“碰撞”，激发灵感。他们
围绕农家生活，结合个人所思所想，创作
了很多反映乡村发展新风貌的诗歌。

打响诗画品牌，引来
八方游客

清澈的大俱源溪流经沟溪乡。溪
东，是余东村。溪西，是余西村。两村
隔溪相望，余西村发展农民诗，余东村
发展农民画。如今，两村以文化为媒，
联动发展，逐渐打响了诗画品牌。以余
东村和余西村为中心的余东未来乡村，
逐 渐 成 为 最 有 艺 术 气 息 的 未 来 乡 村
之一。

近年来，一辆辆旅游大巴驶进村里，
一批批游客专程前来寻觅“诗和远方”。
随着游客增多，当地村民纷纷办起特色
民宿和农家乐，还有不少文艺工作者看
中这里的文化氛围，办起了艺术工作室，
开发农民画印染丝巾、诗画陶瓷杯等文
创衍生产品。

本在宁波开设画廊的文艺工作者安
冉来到余东未来乡村，创办了“南孔文
化”咖啡馆，成为村里第一个入驻的文旅
业态。

在外打拼多年的余西村村民巫水珍
最近回到家乡，她把自家宅院扩建装修，建
成上下两层的高端民宿，推门看山，开窗听
水。巫水珍说：“游客们都是为诗情画意的
生活而来，文化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

“近两年已有70余位乡贤和客商前
来就业、创业，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强化。”
沟溪乡党委书记陈建锋说。近一年来，
余东未来乡村文化产业产值达 2000 余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约 3 倍。村里定期
给村民分红，形成了村集体和村民都增
收的双赢局面。

余东未来乡村还将有进一步发展，余
东村发展农民画，余西村发展农民诗；聚焦
一村一特色、一村一文化，把村庄串点成
线、聚线成面，携手打造文化产业带⋯⋯

如今，走进余东未来乡村，就能听见
村里广播播放余元峰填词的村歌《在余
东，画一个未来》。余元峰说：“填词时，
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乡，看到了乡村的发
展潜力。我们可以不断吸引当地人留
下、年轻人来这里创业，构建起有人来、
有活干、有钱赚的乡村发展新面貌⋯⋯
于是，很快就写好了歌词。”

余元峰对家乡的美好希冀，在歌词
中汩汩流淌：“亲亲的原乡人/土生土长
创建好品牌/切切的归乡人/回乡创业共
同富起来/火火的新乡人/昂首阔步奏响
新节拍⋯⋯”

（本文配图均由共享联盟·柯城提供）

衢州农民诗人余元峰笔耕不辍30余年——

写下千首诗，带动乡村“文艺富兴”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柯城 郑 晨 蒋 怡

立春过后，企业订单多了起来。凌
晨 6 时左右，龙泉龙谷青创产业园 700
多平方米的仓储区内，灯火通明，工作人
员早早地开启了忙碌模式。货架上，红
白两色的筐内，辣椒、莴苣、哈密瓜等农
产品堆得满满当当。

“白筐里的农产品不容易坏，红筐里
的果蔬容易腐烂，要尽快发出去⋯⋯”龙
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学谦正在
组织工作人员检查农产品品质、分类打
包，为一早的配送做准备。

郭学谦是个身形敦实的龙泉小伙
子，1994年出生，戴一副黑框眼镜，窜上
窜下地忙活着。不一会儿，新鲜果蔬等
农产品打包完毕。这一箱箱农产品，将
通过10余辆冷链保鲜车，由“龙谷青创·
快跑专线”专业团队配送，在当天中午前
分批抵达龙泉 1745 家市区门店和 10 余
个乡镇网点。

大学期间就创业

“不好意思，我再接个电话。”一场采
访，被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频频打断，郭
学谦接连起身接电话。“确实有点忙，从
早晨一睁眼就停不下来。”挂完电话，郭
学谦无奈地摆了摆手。

郭学谦谦和、健谈。他2016年创建
龙谷青创产业园，2019年带领龙谷青年
创客团队转型升级。2022年，他牵头建
立智慧云仓储中心⋯⋯他创业的脚步一
直未曾停歇。

郭学谦创业始于读大学期间。自立
自强，就是他的创业初衷。“我家在农村，
大学期间，想帮家里减轻点压力，就开始
摆摊卖点小玩意儿。”在温州大学求学
时，脑子活络的他在学习之余会做点兼
职 。 一 到 开 学 季 ，他 就 当 起“ 卖 货
郎”——用兼职赚的钱从义乌淘来小百
货，在校门口架起简易摊位，出售由插
板、肥皂、茶杯等组合而成的“开学套
餐”。

哥哥郭学诚说：“弟弟打小就懂事，

大学期间靠做小生意养活自己，没找爸
妈要过一分钱。”摆摊，少不了旁人的异
样目光，但在郭学谦看来，这可以积累宝
贵的创业经验。

从“小买卖”干起，郭学谦深谙创业
不易。2016年，还在读大学的郭学谦和
哥哥以及 160 位返乡电商青年众筹 600
多万元资金，租下闲置厂房，创建了龙谷
青创产业园，主要销售龙泉青瓷、宝剑、
农特产品、竹木制品、汽车空调配件五大
类本土特色产品，并组织电商导师向青
年创业者提供技能培训、入驻孵化帮扶
等服务。

如今，龙谷青创产业园已成功孵化
营收 500 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 30 余家，
实现年产值 2.3 亿元。产业园已有电商
园总部、创客工场、物流云仓、初创孵化
基地和大仓储展示中心，成了省级众创
空间，更成了年轻人创业的“梦工厂”。

培育电商生力军

“各位少侠，来看这把黑龙汉剑。剑
长 1 米，重 2.5 斤，剑身以古法折叠锻打
而成，佩起来十分帅气⋯⋯”在“宁缺堂
刀剑坊”的抖音直播工作室，负责人余久
星和主播打开剑匣，面朝镜头介绍产品
特色和铸剑故事。

龙泉小伙余久星是郭学谦的“学
生”。2017 年他入驻龙谷青创产业园
并担任龙谷刀剑厂厂长，在园区接受大
半年电商培训期间，他自主设计了素装
汉剑等爆款宝剑产品，并通过抖音展示
村民世代相传的龙泉宝剑铸造技艺，抖
音粉丝量达 38.1 万人。在他的带领下，
60 余家龙泉宝剑线上销售商得以成功
孵化。

“久星腿勤、肯吃苦，在园区宝剑销
售成绩最突出。学习期间，除参加电商
销售、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网页开发等
专业课程培训外，他还喜欢琢磨传统的
龙泉宝剑铸造技艺，跑遍了龙泉大大小
小的宝剑厂请教老师傅。”郭学谦笑

着说。
行至办公楼二楼的长廊，一面花花

绿 绿 的 方 形 照 片 墙 引 起 了 我 们 的 注
意。上面挂着老师授课、学员在电脑前
学习、扛着相机拍摄样品等画面。“你们
看，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是川妹子侯
兰；这位是陈太和，50 多岁了，是年纪最
大的学员，他天天追着我们学修图、学
运营⋯⋯”郭学谦指着满墙熟悉的照
片，思绪回到了2018年。

那年，龙泉和四川广元市昭区化建
立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7 月初，
龙泉·昭化电商飞地在龙谷青创产业园
正式挂牌。这是龙泉昭化东西部协作的
重点项目，要为昭化培养一支懂电商业
务、会经营网店、能带头致富的农村电商
青 年 人 才 队 伍 。 这 成 了 园 区 的 重 点
任务。

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郭学谦
先后4次赴川考察当地的电子商务及综
合性创业服务工作，分批带着 100 多名
昭化学员到龙泉学习电商技术。他专门
组建导师团队，开发了产品设计、详情页
制作、产品运营、实地操作等教学培训课
程，形成一套标准化的孵化计划，分4期
对昭化学员进行培训。担任班主任的
他，白天带着学生上课，跑工厂看货选
货；深夜，则带着学生们一遍一遍实践
操作。

经过数月学习实践，来自昭化的零
基础电商学员们顺利结业，都能独立完
成网上店铺基础操作。他们回到家乡
后，帮助家乡的猕猴桃、雪梨、腊肉、鸡蛋
等农特产品在线上销售，成了昭化区电
商运营的一支生力军。

从园区开创至今，龙谷青创产业园
已累计培育600多名电商人才。

助农增收有妙招

“来，尝尝！”郭学谦给我们递过来一
枚心形红糖。含进嘴里，甘甜中满是浓
郁的蔗香。

作为小梅镇大梅村第二党支部书
记，他携手当地村民将大梅村70多亩空
余土地流转过来种植甘蔗，建起了加工
工坊，开发了红糖麻花、红糖方块、红糖
粉等产品，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
郭学谦说：“用我的电商经验，帮助当地
村民增收致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希望通过电商平台，帮助更多龙泉特色
农产品走出大山。”

2018年初，了解到龙泉有兰巨火龙
果、道太猕猴桃等优质农特产品后，郭学
谦通过众筹方式策划了多个助农项目。
他和团队专门开发了“龙谷云上商城”
APP，与“多多买菜”等服务平台签署合
作协议，在当地统一采购生鲜果蔬。

我们掏出手机登录“龙谷云上商
城”，简洁明快的界面随即跳出，生鲜、农
产品、竹制品、宝剑、青瓷等板块分门别
类，点击专区，选择产品，就能一键购
买。“商城采购的果蔬多出自本地高山地
区，我们将新鲜、安全的美味送到了千家
万户。”郭学谦说。

2020年，龙谷青创产业园和小梅镇
携手合作，注册了“南方稻香”小梅大米区
域品牌，并实施“云上粮仓”计划——与当
地种粮大户签订购销合同，收购价格比市
场价高 20%左右。同时，面向消费者推
出年度套餐，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调取稻
谷现碾，按时、按量配送。郭学谦给我们
算了一笔账：“这样一来，消费者随时可以
吃到新鲜大米，小梅镇原先每百斤120元
的稻谷价格，提升了30多元，镇里很多农
民每年卖粮就能增收1万多元。”

“看到村民们增收后的笑脸，我觉得
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郭学谦说。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龙泉90后小伙郭学谦做强电商产业园——

为创业青年打造“梦工厂”
本报记者 邬 敏 邱建平 市委报道组 叶炜婷

郭学谦帮助龙泉村民在甜橘柚基地做产品推介。

郭学谦（右）指导学员挑选青瓷产品。

余元峰（左一）参加衢州市首家农民诗创作基地授牌仪式。

余元峰自家院墙上写着他的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