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苗木销售的淡季到了。照理说，以
花木为业的绍兴市柯桥区棠棣村应该要冷清
一阵子了。但事实上，村民们似乎并没有得
闲。

近日，我来到棠棣村，当了一回花木销售
助手。大清早，小徐园艺有限公司的百亩苗
木园前，一辆运输货车已在等候。对花木品
类不甚了解的我，一边“偷师”问着各种苗木
的名字，一边协助公司负责人徐建华将上百
株香樟苗、桂花苗装上大货车。

“做了 20 多年的花木生意，客户已经遍
布全国各地。我们村里的花木老板们，一年
四季都有忙头。”走在从苗木园回家的村道
上，看着路两旁绿树成荫、别墅林立，从小生
活在此的徐建华突然感触良多，他指着自家
的房子对我说：“20 多年前被村里公认的‘穷
人家’，竟然靠着做老本行生意翻了身。小平
房变成了大别墅，收入翻了 20 倍都不止，这
样的生活，放在过去根本不敢想。”

徐建华感慨，村还是这个村，行业还是这
个行业。怎么过去的这20年里，好像什么都
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棠棣村没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建明觉得，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村民
们因地制宜，始终以花木为业，一直是一条没
走错的路。

棠棣村又变了。从颜值到效益到名气，
这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获得
过“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生态文化
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几十项荣誉的
棠棣村，早已从那个环境脏乱的落后村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棠棣村因何发生转变？刘建明认为，
2003 年，是一个标志性时间点。这一年，浙
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彼时还

“名不见经传”的棠棣村被列入“千村”之一。
但那时的村子，面对“示范”二字，压力明显大
过喜悦。

回到20年前的棠棣，大多数村民也在种
花，但是村里并不美。柴堆、草堆到处都是，
800多个露天粪坑使得村里到处弥漫着一股
难闻的气味。想要改变村貌，一场彻底的环
境整治革命逐步开展。“这些地方，以前可是
脏乱差的典型，但现在却经常能引来游客驻
足拍照。”观光车停在几户村民家的院子前，
刘建明下了车，指着几个用花卉装点得格外
精致的庭院角落，笑着对我说。

环境提升了，想要富起来的念头，在村民
中间变得越发强烈。刘建明上任之初，村里
还有负债。村民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靠
着种植以兰为主的花卉养家。但很多都是小

打小闹，勉强度日。
85 后棠棣村村民刘峰对此深有感触。

他向我们描述儿时的场景。“我从小看着父
母在自家不大的花圃里种植花木，那时候家
门口路窄又泥泞，进出很不方便。”刘峰说，
以前，父亲想要把花木卖出去，需要扛着茶
梅、桂花苗早早出门，然后坐火车去外地找
市场，带回来的收益也不多。“这么辛苦还
赚不到钱，我以后可不干这一行。”年幼的
他暗下决心。

但后来，在外创业的刘峰发现，村里发展
花木产业有了一套新打法。为了解决花木品
种不佳、市场局限等问题，早前对花木市场有
着一定研究的村书记刘建明，开始带着村干
部、村民代表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不少
花木市场调研。没出过远门的村民们跟着村
里的指导思路走，从进苗到培育到销售，每一
步都稳扎稳打，慢慢也拥有了自己的客户群。

再后来，想把产业再做大一些的棠棣村
民们，在村干部的带头指挥下，开起公司、打
造基地。村里根据村民们的实际情况，探索
出“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花木专业
村发展模式，让产业发展更成体系。

棠棣村的花木逐渐打出了自己的市场，
刘峰在十年前“食言”回到家乡，开始做起以
盆栽零售和庭院设计为主的花木生意。靠着
年轻人的拼劲和创意，他从零学起打响了自

己的品牌，年收入也在十年间有了近十倍的
增长。

如今，在这个有近500户村民的村子里，
95%以上非粮食功能区的土地都种植着花卉
苗木，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着花
木生产与经营工作。棠棣村人均年收入已超
12 万元。“村里还做起研学游，截至目前已接
待了 10 万名以上的中小学生前来学习打
卡。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络绎
不绝。”刘建明笑着说。

找到苗木行业新打法，绍兴柯桥棠棣村——

小村种出花样年华
本报记者 徐添城

记者手记

在棠棣村采访是一件惬意的事。坐上
村里的观光车，沿着村道前行，路过花圃、大
棚、彩虹滑道，时而嗅到清香、时而遇见绿荫、
时而迎上清风，目之所及都是恬静的美好。

离开村子时，我顺口说了句：“这儿环
境真好，不想走了。”这话很快得到了认
可。85 后村民刘峰是个返乡创业青年，他
去过不少城市，但偏爱棠棣村的风景。为
了给即将升学的女儿提供就近居住条件，
他刚在柯桥城区买了房。“等非去不可了再
搬家吧，现在还是住在村里舒服。环境美，
乡风好，孩子们也喜欢这里。”

可见，棠棣村的魅力在于，它能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也能让越来越多的
人不舍离开。这个先天优势不足的偏远小
村，在“千万工程”的推动下，真是打出了漂
亮的翻身仗。

年轻人，回来了年轻人，回来了

徐添城

整治后的村道整治后的村道

整治前的村道 棠棣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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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乐清市大荆镇下山头村的村
民，在乐清当地一定会收获大家羡慕的目光。

因为在村企共建的铁定溜溜石斛主题
乐园项目带动之下，下山头村村民不仅能够
出租田地获得“租金”、以土地入股企业获得

“股金”，还能够在家门口上班获得“薪金”。
“三金惠民”模式，让村民们不愁就业、增收
有方。近三年，该项目推动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长 29 倍、人均收入翻一番，还入选省共同
富裕“典型案例清单”，并得到全省推广。

还没看到心心念念的石斛花，一进村，
我们就被返乡青年、下山头村民金先英拉着
在环村路上遛起了弯。近 5 公里的环村道
路，串联起了村企共建的果园、石斛园、乐
园、民宿。我们边逛边听金先英讲述村庄的
变化：“因为村企共建项目的落地，带动村子
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破旧矮小的房屋变成
了整齐漂亮的排屋，臭气熏天的小路修整成
宽阔平整的大道，冷清的荒地上建起了孩子
们最爱的乐园，而我们的生活也随着环境变
美、游客变多，一天比一天好了。”

沿着环村路两侧，不管是种植大棚里，
还是山道两旁，都种满了铁皮石斛。凑近了

看，一朵朵嫩绿色的小花点缀其间，精巧漂
亮，让人移不开眼。这就是石斛花了。不少
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还有研学的学生成群
结队地观察、记录着。

“这些花不仅供观赏，还能做菜、泡茶，
我们村子的铁定溜溜乐园里也融入了石斛
主题。”金先英说着，递来一个竹篓，让我一
起采摘些鲜花当食材。

如今的绿意盎然，放在20年前的下山头
村，是无法想象的。那时，这里还曾是个无
资源、无产业、无环境的“三无”村，村民只能
去附近的铸造厂工作，而铸造业对环境污染
大，让村子的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在村子里
走上一圈，裤脚都黑了。

“千万工程”启动后，当地从解决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入手，关停铸造厂，提
升村容村貌，同时发动“先富”乡贤回乡，通
过资金、项目进乡村带动产业发展、村民致
富。十年前，村里的乡贤方玉友回乡投资，
发展特色石斛产业。本着“可以亏项目，不
能亏了老百姓”的原则，方玉友与村里协商，
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可以拿到
水田每亩每年 1000 元、旱地每亩每年 240

元，每隔5年递增10%的租金收入；公司获利
后，每人每年还能获得股金分红；另外，村民
可以到村里和企业里工作，赚取薪资报酬。
在这样的条件下，村企共建项目开始不断壮
大，除了种植石斛，还生产石斛化妆品、口服
液、饮料等衍生品，打造石斛田园综合体、铁
定溜溜乐园，村子走上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之路。当前，铁定溜溜乐园成为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开业以来迎客 120.55 万人次，总
营收达到 1.5 亿元。去年，村企共建项目首
次向村民发出股金总计200万元。

像金先英一样，看到家乡发展而回归的
青年人在下山头村已有不少。仅仅在村里的
村企共建项目中上班的村民就有 100 多人，
占到了总就业量的三分之一。谈起增收，不
少她的同事都围拢了过来。负责石斛种植管
理的周经理算了笔账：“我家田地不少，出租
了 3 亩，租金去年还涨了一回，再加上分红，
一年增收了不少钱”。负责仓库管理的小方
接了话茬：“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园区员
工，我爸爸当保安，妈妈负责大棚种植，家里
一年收入十多万呢。”⋯⋯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分享着在家门口上班的幸福感。

村企共建收入翻番，乐清下山头村——

昔日“三无”村，如今挣“三金”
本报记者 周琳子 共享联盟·乐清 蔡甜甜

或许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乐园梦：住在
一座巨大的游乐园里，色彩缤纷，奇趣无
比。儿时的方玉友，也有这样一个梦想。
如今，他将这个梦建在了家乡下山头村。
这个儿时梦，也幻化为乡亲们的致富梦。

在下山头村采访，处处都能感受到村
民的幸福感。奇妙的是，给我们这种感受
的不仅仅是本村的村民，还有进村创业工
作的人，以及来村里游玩的人。究竟是什
么为村子发展注入如此巨大的能量？我
想，是“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用心用情建设
和美乡村的全员恒心。

推动产业兴旺的创新，一定能形成全
村干部群众一起干的氛围和合力。“三金”
模式实现了群众收入从零碎到稳定的转
变、村集体经济从空白到富有的转变、农
业 产 业 从 零 星 到 规
模的转变，从而带动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一
股 股 奔 涌 向 前 的 源
头活水。

儿时的梦，成真了

记者手记

周琳子周琳子

铁定溜溜乐园 受访者供图

乐园建成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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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72变

夏日的第一口鲜甜，非杨梅莫属。湿热的风拂过青田，一大
早，我们从县城出发，沿瓯江一路驶向东南，远远望见了沿江而
建的三溪口街道白浦村。漫山青翠间，密密麻麻的连片杨梅大
棚，在阳光下闪着光。

白浦村党支部书记章体林笑着迎了上来，拉着我们进山，
“走，我们先去山里找季东青！”季东青是青田东青杨梅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也是青田杨梅大棚种植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13
年，他搞大棚种植，竹架改钢架，铺盖上塑料膜，引进了全市首套
杨梅智能化管理设备，通过控温控湿等指数调节，提高杨梅抗风
险能力。如今，合作社的11个大棚总面积达40亩，杨梅产量从当
时的1000余斤增至1万余斤，带动100余人就业、增收。

日头下的杨梅山格外闷热，大棚顶棚自动通风降温，微风徐
来。正在摘杨梅的季东青探出黝黑的脸庞，朝我们打招呼，“这
段时间杨梅抢收忙嘞，我们早上4点来钟就进山收了，一天要收
600来斤！”接过带有挂钩的竹筐，我们也爬上树帮忙抢收。在季
东青的指导下，很快，摘满了三大筐，双手染上了黏糊糊的紫红色
果汁。采摘间隙，季东青手机提示音接连响起：“有新的订单要派
送了！”季东青赶忙上车，带我们下山送货，沿途时有车辆穿梭。

“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种杨梅，这些都是运送杨梅的车。”章体
林告诉我们，村里专门打通白浦高山杨梅主产区近 6 公里的杨
梅道路，原来靠肩挑2个小时的运输时间缩短到20分钟。

很快，车子停靠在白浦村杨梅文化广场，我们来到村里的杨
梅集散交易中心，墙上木舟沿溪运送杨梅的彩绘，勾起了章体林
的回忆，“这里原本是县里的落后村，早年靠砍树行船卖柴为生，
山体秃了，环境也恶化了。”

“千万工程”的实施，让白浦村的思路一变天地宽。2003年
以来，村里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农房民居外立面改造和
路面绿化等，并以杨梅产业为核心，融合发展生态农业、休闲旅
游等产业，打造杨梅农旅综合体项目，村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
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

广场内，杨梅镂空雕塑立于中央，“梅”好生活超市、“梅”好餐
厅等有序排开。“刚摘的杨梅，来，尝尝看！”一间店铺门口，摆了几
大筐杨梅，51岁的白浦村民卢连东操着一口青田话喊住我们。我
们尝了尝，味道鲜甜！他笑着告诉我们，这段时间杨梅销售火爆，
供不应求，一天就能卖出700多斤，去年年收入有30多万元。

走出市场，章体林带我们沿村道散步，穿过长亭，景观湖旁
的向日葵花海里，红色风车随风转动，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照。“今
年，村里与浙江辉煌通用航空公司合作开发杨梅农旅综合体项
目，打造了杨梅主题广场、现代农业板块、杨梅特色产业商街、亲
子休闲度假景区、特色花海公园等五大特色子项目和水上机场，
也办起了杨梅音乐节，吸引了近万名游客。”章体林说。

杨梅产业，为村里聚了人气，也带来了新气象。“村里专门建
立专家人才库，成立‘白浦杨梅博士站’，组建15人技术服务队，
为梅农提供技术帮扶，培育新型农民队伍，如今已经有6名青年
返村创业。”章体林说。

曾在湖南开超市的 80 后村民陈康平回来了，他返乡投资
100多万元建设 20亩的杨梅基地，带来了新的种植技术。从部
队退伍的90后青年姚泽森也回来了，他选择回乡养猪、种杨梅，
搭建起电商助农销售平台，为家乡代言。

红果果正变身金果果。今年6月底，白浦村杨梅已销售3万
余斤，销售收入超60万元。如今全村杨梅种植规模已有1.16万
亩，大棚杨梅种植面积300余亩，杨梅产业总产值8000多万元，
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1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5万元。

人气足了钱包鼓了，青田白浦村——

山里的日子
越过越鲜甜

本报记者 邬 敏 邱建平 县委报道组 叶沛志

邬 敏 邱建平

一颗杨梅，旺了乡村，旺了产业，也旺了生活。
从杨梅文化广场、杨梅餐厅、杨梅超市，到漫山遍野的杨梅

树⋯⋯杨梅的元素，浸润到白浦村的角角落落。杨梅产业，丰
盈了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6月，杨梅采摘季，是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村民
一年收入丰歉的关键期。凌晨三四时，就能看到山间杨梅大棚里
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村民们赶着晨光抢摘的身影；从早到晚，都
能看到村民在杨梅市场里吆喝叫卖、打包发货。

杨梅产业，给小山村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活力，给村民带来
了可触可感的幸福，给年轻人
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在白浦，
我们看到村民奔向幸福生活
的努力姿态，不禁为他们竖起
大拇指，我们也期待看到小山
村更美好的模样。

努力奔跑的姿态最美努力奔跑的姿态最美

记者手记

白浦村杨梅文化广场白浦村杨梅文化广场
通讯员通讯员 余自强余自强 摄摄

改造前的杨梅文化广场所在地 白浦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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