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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周，就会有一辆面包车，风雨
无阻地驶向浙中山区磐安的 11 个偏远
乡镇，从农民家里收购当地的山野土货。

“土鸡蛋收购价 1.6 元一只、土鸡
100 元一只，要是碰上粮食丰收或者土
猪出栏，我们还会增加运输车辆。”浙江
品尚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文君
告诉记者，磐安自 2012 年开始实施“我
的幸福计划”，他是该项计划的发起人和
执行人。他们提供的水稻收购价约为市
场价的两倍，农户养一只猪的收益一般
在1000元以上，而且种苗包括猪仔和鸡
仔，都是公司免费提供的，农民种养前就
签协议。如今12年过去，磐安已有11个
乡镇1万余名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

宁愿不赚钱
也要帮助老乡致富
磐安县盘峰乡东山头村被誉为“磐

安的西藏”。50 岁出头的村民郭林明一
人管理着流转来的上百亩水稻田。郭林
明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种粮大户，要
感谢老乡蔡文君。

蔡文君，1982 年出生于磐安县盘峰
乡大柘坑村西家自然村，这是一个偏远
小村庄。小时候的蔡文君上山砍柴，在
煤油灯下写作业。读书住校时，一罐梅
干菜配饭就得吃一个星期，农家生活的
艰苦，养成了蔡文君坚毅的品格。

踏入社会之后，蔡文君去服装厂打
过工，也开过油漆店、搞过装修，2005年
开始卖农产品。后来蔡文君不仅成立了
公司，还在金华、杭州、上海等地开了好
几家连锁直营实体店。凭借着出色的产
品品质，蔡文君店里的东西虽然比市场
价高出约30%，但依旧不愁销路。

2012 年，原高二乡（现盘峰乡高二
片）有关负责人找到蔡文君，希望这位走
出去创业的老乡能把目光转回大山，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

“当时，他们说，山里的乡亲们很需
要我们帮一把。”蔡文君回忆，眼见对方
言辞恳切，他没有第一时间拒绝。

但是，老家山高地少，做什么才能增
加收入呢？如果只是靠自己的销售网络
把山里一些土货卖出好价钱，倒也不

难。只是，山高路远，加上每家每户的土
货特产有限，真要自己收购，光是人力成
本以及运输成本就难以估量。

“考虑到其中的物料损耗，怎么看都
亏钱。”蔡文君想了近1个月，整理方向和
思路。最终他以自己经营的浙江品尚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与当地乡政
府展开合作，提出由公司统一向农户免
费提供种子、种苗、种鸡、种猪，再与农民
签订种养合同，鼓励农民以传统农耕方
式生态种养，提倡所谓“慢种养”，比如施
有机肥、用杂粮喂养鸡和猪，最终农产品
再由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订单价，统一
收购。

蔡文君为此专门起了一个好听的名
字——“我的幸福计划”。

郭林明就是首批参与者。2012年，
他免费领到10亩水稻种子，种完卖掉之
后当年就赚了3万元。

差异化经营
吸引村民回乡创业
今年9月开通的杭温高铁，给磐安县

盘峰乡冷坑村下初坑自然村的民宿和农

家乐生意带来不少新客流。经营农家乐
生意的下初坑村村民张洪传、张苏琴一家
人很是开心，“高铁通车，杭州到磐安1个
小时都不用，我们也算是与省城接轨了。”

张洪传夫妻俩原本在台州市仙居县
打工，他们之所以回村，也是受了蔡文君
的影响。

2014年，当地乡政府希望蔡文君加
大乡村投资，带动地方发展民宿事业。
一番考察后，蔡文君选中了下初坑村。

下初坑村傍山依水、风景绝佳，但
由于地方偏远，交通不便、挣钱机会少，
年轻人纷纷外出，村庄 14 户人家只剩
下几位留守老人。公司花 30 万元请人
设计方案，当时，业内人士建议最好是
整村打造：“把村民全部迁出去，和政府
签订协议，这样事儿少，未来发展也方便
施展手脚。”

有不少地方走的是这个模式，但蔡
文君却不同意：“没有村民的村庄，还有
村子的味道吗？为什么不能带着村民一
起增收致富呢？”

就像“我的幸福计划”，蔡文君首先
考虑的是如何让村民从中受益。他提出
差异化经营的策略，具体实施时，由政府

将村里的闲置黄泥屋统一流转后出租给
公司。

接着，浙江品尚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先后投入800多万元，将原先的牛栏、猪
圈、柴火杂物房等黄泥屋，改造成高档民
宿、茶吧、咖啡屋和文化讲堂等场所，此外，
还建成村内古道、村口水碓等配套设施。

翠绿的山前，黄泥房、石板路、潺潺
的溪水，组成了乡村旅游的“幸福家
园”。仅闲置老屋出租，村民就收入了数
万元至10多万元。

住宿的地方有了，游客慕名而来，去
哪里吃饭呢？蔡文君把餐饮这一块全部
交给当地村民。

“公司专营住宿不做餐饮，农户主攻
农家乐，实行食宿分营、客源共享，通过
利益捆绑，实现企业和村民共赢。”蔡文
君说，这种经营模式，一方面可以减少企
业在餐饮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民宿为
农家乐带来稳定客源，有效保障农家乐
的经营收益。

张洪传、张苏琴夫妻俩最早回村办
起农家乐，他们修缮了老屋，不断精进厨
艺，有的客人吃过农家乐的新鲜土菜后，
还打包带走不少蔬菜和特产。仅仅一个

夏季，他们的农家乐收入就超过 20 万
元。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儿子张瑜辞了
城里工作回来帮忙。如今，张洪传一家
人聚在一起生活、创业，农家乐年营业收
入达40多万元。

盘峰乡党委书记董君说：“蔡文君把
更多的资源和空间留给农户发展，这是
最值得肯定的。”

从我到我们
幸福计划不断拓展
每次说起蔡文君，张洪传都会竖起

大拇指：“我们全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
全靠了小蔡总。这位后生真厉害！”

种粮大户郭林明认为，蔡文君的“上
门收购”模式，让他们这些种粮大户完全
没有了后顾之忧。加入“我的幸福计划”
后，他的水稻种植规模一年比一年扩
大。去年，郭林明光是高山水稻就种了
100 亩，还养了上百只鸡。仅种植水稻
的收入就超过 22 万元，这些年来，他还
清了债，造了新房，还购置了新车，他感
叹：“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人，这
是真的幸福了。”

蔡文君说，2012年“我的幸福计划”
推出第一年，他们就送出了 300 亩水稻
种子、1 万只鸡苗、300 头猪仔，吸引近
400户农户参与，人均增收1100多元。

2018年，“我的幸福计划”在磐安所
有乡镇推广，帮助 1 万余名山区农民在
家门口增收，每年增收总额在 1500 万
元以上。2021 年，“我的幸福计划”升
级成为“我们的幸福计划”，在金华全市
推广。也是在这一年，在省委统战部支
持下，“我们的幸福计划”开始向全省
推广。

前段时间，省委统战部就“我们的幸
福计划”征集支持项目，得到全省各地热
烈响应。“报上来 140 多个项目，首批筛
选了 20 个。这些项目，只要他们有意
愿，都可以免费进入我的销售网络帮助
拓宽销路，此外，我还提供直播培训、品
牌 设 计 等 系 列 服
务。”蔡文君说，有
机会他将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实现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推动更多乡村实现
振兴。

发展订单农业、乡村旅游，金华农创客蔡文君助农家门口增收

把我的幸福变成我们的幸福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通讯员 杨萤萍

才兴之江

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命线，也是区域
产业的根基。作为全国第二批小微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试点单
位，今年 9 月，台州市路桥区创新设置

“首席合格评定官”，17 名“首席合格评
定官”走马上任。

“首席合格评定官”是个什么官？
他们如何提升产品质量？除此之外还
要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进浙
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跟着品质总
监吴端龙体验“首席合格评定官”的
日常。

跟着产品过五关斩六将

吴端龙是 17 名“首席合格评定官”
之一，也是我这次体检的师傅。“你怕是
当不了一名合格的‘合格评定官’。”见面
的第一句话，吴端龙就给我“泼了一盆冷
水”。说这话时他跟产品检测一样，一丝
不苟。

“‘首席合格评定官’首先是传统质
检员的升级版。”吴端龙说着，给我安上
了质检员的身份，带我走进了第一个体
验点——热处理车间。

车间里，巨大的热处理炉不断发出
轰鸣声，扑面而来的热量，让我感觉脸上
一阵焦灼。热处理炉旁，摆满了一排排
待加工的铁疙瘩。我在师傅的指点下，
从中随机挑选了几个样品。

在这个车间里，我的任务是使用硬
度计，抽查加工品的硬度是否达标。

“放入样品、转动转盘，在金刚石与
产品接触后，继续慢慢转动转盘，在指示
器表针转动 3 圈后，观察表针是否在临
界值⋯⋯”在观察师傅和其他质检员操
作近半小时后，我默念着操作流程，开始
了第一次尝试。

看似简单的操作，在我手里变得艰
难起来。原本听话的指示器表针，死活
不肯回到 C 值；3 秒到 5 秒的施压、释放
操作，让我一阵手忙脚乱⋯⋯

“53HRC（硬度值）！师傅，是不是
可以了？”经过近半小时的尝试，我终于
测出了第一个精准数据。“我们的标准是
52HRC，±2HRC 以内，产品合格。”吴

端龙重新测试了一遍，宣告我的首次检
验合格。

不过，在这里进行的硬度测试，只能
算是最简单的质检工作环节。粗加工中
心、磨加工中心、无尘组装车间⋯⋯这个
厂区里，一套动力卡盘和钻夹头的出厂，
必须要在质检员手中过五关斩六将。

“手要稳，放平。”磨加工中心里，我
手持三爪内径千分尺，小心翼翼地缓缓
落下，耳边不时传来师傅的提醒，“位置
不对的话，数值肯定不准确。”

无尘组装车间里，我拉着行吊，用固
定销固定动力卡盘，在夹持力测量仪和
动平衡仪间忙活。“每一个批次的产品，
都要进行一次测试，新产品的测试更加
频繁。”吴端龙说。

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在不同的车间里穿梭，我的质检员
体验不断升级。而被称为“工业 CT”的
蔡司三坐标测量机，让我的质检员生涯
有了不同的获得感。

20℃的恒温房间里，我拿着十寸卡
盘法兰的图纸，在检测系统中按图索骥。

“这里测试的是产品尺寸和位置度
是否达到了图纸标准，也是产品质量检
验的关键一环。”吴端龙仔细检查了我录
入的数据，随即让我将卡盘法兰固定在
测量机上，并确定坐标。

测量探头沿着卡盘的边缘慢慢滑
动，测量机微微发出嗡鸣声，5 分 06 秒
后，随着电脑上的报告出炉，我长出一口
气，赶紧喊来师傅核验。“数据与图纸标
准没有偏差，一次成功。”

“我们是升级版的质检员，除了质检
员工作外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完成了质
检员的体验环节后，吴端龙带着我回到
了办公室。

在办公桌旁拉来一把凳子，示意我
坐下后，吴端龙打开电脑、进入生产管理
系统。“这是每天质检员反馈的质检报
告。”吴端龙说，“首席合格评定官”并不
只是一个人，事实上是一个团队。

从零件到成品，我在这份全流程汇
总的总质检报告单中看到，前一天有 1

个零部件在抽查中发现不良，质检员对
每一个批次重查后，找到了两个问题
产品。

质检是后端的保障，那如何才能在
前端就保障产品质量呢？“传统质检员只
是在产品中寻找不良，而我们还要找到
不良发生的原因，并想办法减少不良。”
吴端龙解释说。

“这也正是我们推出‘首席合格评定
官’的初衷。”说话间，路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委书记叶敏敲门而入，接过了
话茬。

让实战型管理人才提升理论水平，
从而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以龙
头企业、链主企业驱动行业的提升。“吴
师傅可不仅要为自己的企业助力，而且
要为行业建言献策。”叶敏说。

路桥是国内最大的中小型三相异步
电机、高端植保清洗机械出口基地，共有
各类智能机电企业超 500 家，今年前三
季度总产值近 170 亿元。因此，路桥把

“首席合格评定官”的首次尝试放在了智
能机电产业，并建立“首席合格评定官”

培育机制，构建“合格评定”领域“人才培
育库—人才分级分类评定—优质人才建
言献策”的闭环式人才发展链条，逐步推
动全区规上企业“首席合格评定官”的全
覆盖。

在全溯源流程中“找茬”

“首席合格评定官”，如何改变一个
产业？

对于这个问题，叶敏和吴端龙相视
一笑，闭口不语，指了指门外，让我到厂
区里去寻找答案。

精磨车间里，一溜排开的数控车床
正在作业，AGV（自动引导运输车）机器
小车在预设的轨道中快速穿行，运送产
品；仓库里，一个个零部件和产品经过扫
码后，通过输送轨道有序进入立体仓库，
眼前不时有四向穿梭车在迷宫般的仓库
里送达、取出⋯⋯尽管有着机器的轰鸣
声，但偌大的厂区竟显得有些冷清。

眼前的数字工厂，让我顿时有了答
案。“工艺和流程？”我看向吴端龙。“对，

就是这个。”他会心一笑，带着我走进样
品室。

样品柜里，摆放着各式动力卡盘、
钻夹头。“这是我们自行研发的国内首
款微米级超精动力卡盘，精密等级达
到了 5 个微米。”吴端龙指着样品柜里
的超精动力卡盘说，一根头发丝的直
径大约 60 微米至 90 微米，而他们的产
品精度比最细的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还
要高。

一个动力卡盘里装着数十个零部
件，而每一个零部件的精密度，则决定着
成品的精密等级。

数字赋能下，帮助企业提升产品的
精密等级，能让产品更稳定。但如何用
数字赋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吴端龙
说。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品牌培育
和管理》《计量法律法规及综合知识》《企
业标准化实务》《合格评定基础与应用》
等书籍，随手翻开一本，我看到上面密密
麻麻的学习笔记。

制定、优化生产的工艺和流程，也是
“首席合格评定官”的职责之一，而理论
学习，则是“老把式”的新常态。

眼下的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不仅迭代了数字化生产线，也对问题
纠错有了全流程的把控。

在产品不良区，我拿起扫码枪对着
零件上的二维码一扫，“滴、滴”两声，电
脑显示屏上，出现了零件的详细身份信
息，并备注着问题所在。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全流程溯源。”
吴端龙说，在这个“找茬”中，他们不断寻
找问题根源，让生产的工艺和流程更加
优化。“一圈下来，你觉得今天的表现算
合格吗？”师傅最后的一句打趣，让我意
识到，不要说“首席合格评定官”，就是一
名普通的合格评定官，要达到合格的标
准也是挺难的。

记者在路桥企业体验升级版质检员——

做合格评定官，要合格挺难
本报记者 许 峰

人物名片

蔡文君 农艺师，现任浙江品尚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民主党派企
业乡村振兴促进会副理事长、金华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文
化和旅游能人”、“浙江省 3030 新农人”、“浙江省农村致富带头人”、浙江省农创客“金
雁奖”等荣誉。

蔡文君（左三）参加农创客沙龙活动。 受访者供图蔡文君（左三）参加农创客沙龙活动。 受访者供图蔡文君介绍幸福计划。 受访者供图

精磨车间。 本报记者 叶剑锋 摄 记者体验夹持力测量仪。 本报记者 叶剑锋 摄

许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