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笕川村位于缙云县新建镇。现在，这个陌生
的小山村正因其美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沿
着蜿蜒的游步道走进村子，记者豁然被一望无际
的鲜花吸引住了。置身在500多亩的花海中，仿
佛走进了“大观园”，各种美景目不睱接，远处是葱
茏如黛的青山，眼前是在风中摇曳的百花，一列复
古的小火车驶过，令人恍若置身童话世界。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就很热闹。”说起现
在的新生活，笕川村村民周君莲不禁喜上眉梢。
凭借花海以及续建灯海项目，这个小山村去年实
现了900余万元门票收入。

笕川村是缙云农旅融合的样板。眼下，相较
传统景点旅游热度不断下降，乡村旅游的发展呈
井喷态势。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当地正充分依托
优势山水资源与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农旅深度融
合，让老百姓在经营山水中增收致富。

以农兴旅：特色农业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初夏的微风吹来，缙云县三都村沿溪公路旁，
阳光打在翁杰年轻却黝黑的脸上。在他身后的老
翁家庭农场多肉展销厅里，前来购买、进货的散户
络绎不绝。

3年前，刚大学毕业的翁杰选择回到缙云老
家创业。根据家乡多山、多竹林的特色，他开始摆

弄各种新奇的根艺花盆、石头花盆、竹子花盆等，
并开起网店。期间，他常常会拿些多肉植物当拍
摄道具。

“时间久了，我发现多肉植物的人气比花盆还
高。”翁杰觉得这是个新商机，于是他走遍国内10
多个省市的多肉种植基地，并带回大量种苗，于
2014年建起了缙云县老翁家庭农场。

走进农场，种类繁多、外形喜人的多肉植物错
落有致地放在一起。翁杰告诉记者，多肉植物搭
配石头、竹制器具，再在植物根部铺上铺石、黄金
草等，一个创意多肉盆栽的价格就比单买器具多
好几倍。

如今，老翁家庭农场内已有20个种植大棚，
培育的多肉植物品种也达到600多种，月销售额
10万元左右。不过，翁杰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
将农场打造成一个“依托多肉主题，结合游客观
光”的精品休闲园区。

“比如开设烧烤区、土灶区，甚至婚纱摄影基
地等，能增加互动和趣味性，吸引游客。”翁杰还特
地在农场里设置了一个陶瓷体验棚，顾客可以动
手制作陶瓷花瓶，经过烧制后，再搭配好多肉植物
寄送给对方，因此收获了许多好评。

翁杰初尝农旅融合的甜头，经过多年实践的
笕川村则已成为农旅融合样板。

2016年初，笕川村从村民手中流转了500多

亩土地到集体，打造笕川“美丽花海”，并辅以浙江
省第一列环花海观光休闲小火车。5个月后，笕
川村花海试营业，短短33天卖出了400多万元门
票，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就是“来的人比花还多”！

花海开放后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不少村民动
起了“吃旅游饭”的念头。周君莲将家里装修一
新，开起农家乐，短短两个月就赚了十多万元，“既
能守着家，又能赚到钱，真是太好了。”

农业产业的发展，为旅游业的兴盛注入了崭
新的活力。2016年，缙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
总收入达到5.76亿元，同比增长25.6%；年接待游
客331.05万人次，同比增长28.3%。

以旅富农：旅游春风带动山间土货走俏

缙云县河阳古民居内有一家朱子阁老茶铺，
开设在古民居一个四合院里。其原先是一个老祠
堂，在经营者陈诗洁的改造下，成了一处古色古
香、精致雅静的茶铺。

“希望能让往来游客免费品尝下缙云本土的
高山茶。”陈诗洁告诉记者，几年前，她将当地一些
无人问津、无人管理的野茶园流转过来，开始卖野
生红茶，但由于缺少销售渠道，销量一直上不去。

“河阳是个有着1100多年历史的古村庄，平
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我就想以‘朱子阁高山野
生红茶’品牌产品为载体，借茶铺推广。”让陈诗洁
惊喜的是，此举的确帮她对接了很多生意伙伴。

“之前有个来自上海的茶叶经销商，喝了茶后觉得
口感很好，就和我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除了朱子阁老茶铺外，缙云还有一个铁皮石
斛基地同样引人驻足——缙云双峰绿园示范家庭
农场，这里依山傍水，水清如镜，在连成一片的钢
架大棚内，一簇簇绿油油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

“农业可以很艺术”，农场中央一块大石上刻
着这样的话。负责人虞伟丽告诉记者，农场利用
基地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等优势，已成为摄
影、写生、休闲的新去处，平时来这里参观和休闲
的人络绎不绝。

用风景卖产品——这正是虞伟丽一直践行的
理念。未来，农场将打造成集标准铁皮石斛种植、
药膳饮食文化推广、现代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
性精品家庭农场。

乡村旅游火了，缙云山里的农产品借旅游产
业之力也随之身价倍增。依托绿色、生态的农业
产业和乡村特色资源，缙云做足“土”文章，充分挖
掘如缙云烧饼、缙云爽面等亮点产业和大洋茭白、
三溪黄茶、仁岸杨梅等农特产品。与此同时，缙云
也制定出台了多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扶持政
策。

当生态农业敲开了山里的寂静，缙云原本沉睡
的绿色资源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生态竞争力。可以
说，农旅融合的双引擎助推，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
姓，缙云也以此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命题。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李婷婷

“开犁啦，开犁啦！”随着乡民们的一阵阵吆喝声，拥有4000余
亩500多级梯田的青田县小舟山乡处处人声鼎沸，一片欢腾，乡民
们在水田里犁田、插秧、投放鱼苗，忙得不亦乐乎。

以“赏梯田美景、承农遗文化、推生态精品”为主题的“稻鱼之
恋”2017年青田县第三届开犁活动日暨青田稻鱼米众筹上线启动
仪式近日在小舟山乡举行。

青田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指的就是
该县1300多年来的农耕文明“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不用化肥、
农药的传统农耕种植模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
类则啄食水田里的杂草昆虫，松土增肥，维持系统自身循环，保证
了生态平衡，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解决了病虫害防治问题，
促进了水稻生长。这种农耕方式下长出的稻米绿色、环保、无污
染。据介绍，“稻鱼共生”系统，其实就是两个来自大自然截然不
同的物种，通过原始协作，自我完善和平衡，互为依存，形成一个
非常科学的生态循环系统，2005年被联合国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成为青田县的一张金名片。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青田稻鱼米众筹上线启动仪
式，浙江米欧食品有限公司和上海翼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认
筹了 20 万元和 30 万元的青田稻鱼米。线上个人认筹也非常火
爆，认筹数据不断被刷新。据悉，青田稻鱼米线上认筹通过“开始
吧”众筹平台推出，以后还会在“京东”“淘宝”“一盒仓厨”等平台
陆续上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通过以上网络平台参与众筹，
就能认购到不同套餐的青田稻鱼米。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留成玉 吴丽凤

采收铁皮石斛鲜花
近日，位于磐安县冷水镇岩潭村的方正珍稀药材有限公司铁皮石斛基地组织劳力采收基地

200余亩铁皮石斛鲜花。目前，当地市场上每公斤有机管理的铁皮石斛干花价格达4000~6000多
元。 孔德宾

青田稻鱼米众筹上线
以农兴旅、以旅富农，农旅深度融合

缙云百姓在经营山水中增收致富

梅雨季节，南方地区无花果病虫害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开
展南方地区无花果栽培管理技术示范推广，增强无花果产业效
益，近日，无花果优质丰产栽培管理培训会在金华召开，来自浙
江、广西、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业主单位技术骨干和种植
农户代表8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会由浙江省无花果产业协会、浙江省农科院园艺研
究所主办，金华市金东区科技局、金华市婺州蜜梨专业合作社、金
华市绿益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培训会上，世界无花果种质资源圃朱玉龙作“无花果优良品
种及紫色索莱斯栽培关键技术”报告；浙江省无花果产业协会会
长、浙江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吴江作了“无花果架式栽培
与优质安全病虫害防控”技术报告，从无花果种植品种选择、苗木
定植、整形修剪、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无花果管理要点
进行了详细讲解；金华市无花果种植、销售大户陈云高，台州市汉
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金荣达生动地介绍了无花果销售与包装运
输技术。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金华市鑫康无花果专业合作社基地。
金华市是浙江省无花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占了全省总面

积的1/3，种植、销售、加工均走在全省的前列。
无花果是一种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的优良树种，具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被誉为“21世纪人类健康守护神”
和“抗癌斗士”。

浙江省无花果产业协会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无花果产业协会，
为浙江及南方地区从事无花果科研和生产的科技人员与果农搭
建了一个科技交流、技术推广的平台。 魏灵珠

金华举办
无花果优质丰产栽培管理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