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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田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提供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的平台型公
司。

公司主要通过平台（农业种植技术研究平
台、农业装备技术开发平台、果蔬产品销售支持
平台）建设，整合全球农业资源，引进并转化国
际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农业装备技术，打造
集农业种植技术集成、农业装备技术集成和果
蔬产品销售集成于一体的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
决方案，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客户群体（农
户、农企）提供包括规划设计服务、农业装备供
应、种子种苗供应、专用肥料供应、种植技术服
务和产品销售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
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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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吉递铺街道鲁家村的 70多名村民聚
在一起召开村里的首次股民代表大会，村党支部书
记朱仁斌经过一番数字换算进行汇报，鲁家村村民
的股权3年增值了53倍，这让村民们喜不自胜。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曾经贫穷落后的安吉鲁
家村如何演绎股权快速增值的农民致富故事？

村民持股乡村公司享受红利

第一次参加村里的股民代表大会，村民们隐约
知道村里的股权肯定是增值了，但增值多少大家心
里没有底。

下午 2 时整，朱仁斌走上台给大家算了一笔
账：“2014年，村级资产评估 98.5万元，除去 20%风
险金，剩余 80%的资产量化后折算成 78.8万元，根
据全村在册人口数 2099人计算，每股价值 375元。
2017年7月1日，村级资产评估达1.45亿元，根据同
样的方法计算，除去投资，每股价值为 1.9811 万
元。”朱仁斌说，这意味着目前每位村民手上的股权
增值了近53倍。

听到这个数字，村民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立马相互交流了起来。干山坞村民小组 63岁
的庄小荣立即从口袋里掏出 2014年村里发给他的
股权证。“当年因为儿子户口没有落实，股权证上只
有我、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如今揣在兜里的股权增
值了，真是太好了。”庄小荣说。

“村里发展了，咱老百姓更是得到了真金白银
的实惠。”村民孙水花一个劲地叫好。她说，“当时
村里没让大家出一分钱，就发了股权证，那个时候
就觉得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去年自己还到村里的
旅游公司上班，月薪 3000 元，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现在股权又增值，今后的生活就更有盼头
了。”

“接下来，我们还会走访各个村民小组，讨论以

后新娶媳妇、新生儿等群体能否分配股权等问题。”
朱仁斌表示，等到村庄经营真正盈利的时候，将根
据实际收益为每位股民分红，让每一个村民享受鲁
家村践行“两山”理念的发展红利。

花园式家庭农场建设引来人气

7年前，鲁家村还是一个出了名的穷村，如今蜕
变为“开门就是花园、全村都是景区”的中国美丽乡
村新样板，将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有农有牧，有景
有致，有山有水，各具特色”的独特魅力呈现给世
人。从鲁家村的崛起，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振兴”
的鲜活样本。

以往，鲁家村不仅环境差，而且一没资源，二没
产业，村里大部分人在外打工。眼见村庄日渐衰
败，土生土长的鲁家村人朱仁斌虽长年在外经商，
可心里依然念着家乡。2011年鲁家村换届，他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准备用行动来改变落后面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怎么办？朱仁斌
采取多种方法筹资：盘活土地资源，筹得 500多万
元；紧接着，整合美丽乡村建设补助金和各项涉农
项目资金。最后还是不够，朱仁斌甚至以个人名义
作担保去借款。就这样，一边筹钱一边干，两年后，
鲁家村成功获得“美丽乡村精品村”称号。

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正巧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朱仁斌
眼前一亮，村里有 1万多亩低丘缓坡，发展农场再
合适不过。朱仁斌认为，传统的点状、局部发展，或
者单一优势产业已不再受用，必须立足全局，转为
整村发展，把田园式建设推向更高层次的花园式建
设。

就这样，朱仁斌通过家庭农场建设，把村庄打
造成了景区，引入了社会资本，成立了公司来建设
和运营。

6笔收入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鲁家村的未来，村民将会有 6笔收入！”朱仁
斌说，首先是租金收入，全村 7000亩流转土地，平
均每户的租金约为8000元；第二是就业收入，目前
已解决 700人就业，2016年发放工资 2000多万元，
预计正常运行后还将更多；第三是创业收入，如今
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有 30余户人家将房屋改造
成精品民宿，预计每户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第四
是分红收入，根据测算，旅游区每年可迎来30万游
客，按照人均消费 200元计算，将产生 6000万元营
业额，除去成本和农场主的分成，鲁家村在公司所
占的股份能分得600万元。而随着景区不断完善，
游客不断增多，村集体经济也将逐年倍增。

最后两笔收入更有意义，也最难估量。2016年
底，鲁家村成立了美丽乡村“两山”培训学院，并成
为浙江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党校“千名好支书”的现
场培训基地。“未来的培训收入将十分可观，随之衍
生出来的模式化输出，还将为外地的美丽乡村建
设，提供从建设、设计、技术到资本的全方位服务。
因此，最后一笔收入就是模式收入。”

“利益共享，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内涵之一。
这条准则坚守住了，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朱仁
斌说，鲁家村的创新模式就是农村、农业、农民的高
度融合，从而实现共赢共享。

鲁家村的“逆袭”生动诠释了乡村振兴的内涵，
也由此得到央视等媒体的青睐。2月27日晚，第二
季《乡村振兴战略大家谈》第二集鲁家村篇在央视
新闻频道、浙江卫视开播。“鲁家村通过机制创新、
模式创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共同富裕的梦
想，这次登上央视更是对鲁家村乡村振兴实践的肯
定。”朱仁斌表示，今后将继续努力，在乡村振兴路
上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杨君左

鲁家村股权3年翻了53倍

日前，武义郁清香茶业公司负责人徐云寿，在
后树岭郁清香基地，乐呵呵地向农商银行客户经理
介绍“羊茶共生”使茶园增产增效的感受。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徐云寿就开始种植加工茶
叶，并通过流转逐年增加茶园面积，到现在茶园面
积达 1000多亩。在实施有机茶生产过程中，徐云
寿联想到深山、高山的茶叶品质明显优于平原的道
理，着手尝试“苗木+茶叶”立体经营模式，经过反复
试验，他在一块 200亩的茶园里，确定了每亩种植
苗木 20株的密度，树种有桂花、红豆杉、罗汉松等
等，此举不但没影响茶叶品质，而且经济效益大幅
度提高。

有机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能使用任何
化学农药和人工合成的化肥，主要依靠生物和物理
手段防治病虫害。徐云寿的茶园分布在后树岭和
清塘，周围树林茂盛、云雾缭绕、雨水充沛、土壤有
机质丰富的高海拔深山之中。徐云寿惊喜地发现
羊喜吃嫩草，却不吃嫩茶，于是开始了林下养殖探
索。

徐云寿主攻生产有机茶，为确保土壤肥力、控
制病虫害，提高茶叶品质。在农商银行的扶持下，
他计算养殖密度引进山羊120头，鸡苗2000羽。没
想到每年春夏长在茶园中的杂草，原来要花大量劳
力锄掉，现在却被羊啃掉，且羊群吃掉茶园间的杂

草，存留的草根可以保持水土，羊群分泌的粪便又
肥沃了茶园，可谓一举多得。

采访中徐云寿说：“‘羊茶共生’好处还真不少，
不但省了一大笔雇佣季节工锄草的工资支出，而且
茶园养出的山羊肉卖到 104 元一公斤还供不应
求。茶园养鸡也是一样，不但啄食茶园小虫，有效
控制茶园的病虫害，同时爪子的活动还可以松地，
而且每只鸡一年能产生 15公斤鸡粪，2000羽鸡等
于每年为茶园提供 30000公斤有机肥，确保了茶园
土壤肥力。”

茶园用羊吃草，养鸡吃虫。徐云寿开创的生产
有机茶新思路让同行和专家大开眼界。 张建成

羊喜吃嫩草，却不吃嫩茶

羊茶共生好处真不少

草席、凉席、婴儿垫、枕套……近日，在首届中
国（东阳）夏凉枕头小件产品博览会暨全国席品交
易会（简称东阳“枕博会”）现场，琳琅满目的夏凉枕
头小件产品吸引了上千名国内外客商前来采购。

“以前都是村民挑着竹席到外地上门推销，现
在村里办起了‘枕博会’，坐在家门口就可以吆喝
了。”面对人流如织的“枕博会”现场，东阳市南马镇
东湖村党总支书记胡德富不无感慨地说。

“家门口办起了‘枕博会’，让我不用出门‘吆喝’
就迎来了商机。”提起首届东阳“枕博会”，东阳市南
马海之蓝床上用品厂总经理胡恭上一脸喜悦。

胡恭上是南马镇东湖村人，从事竹席加工行业
已有20多年，此次东阳“枕博会”，他把最新款式的
竹席都亮了出来。“本届东阳‘枕博会’来了上千客
商，亮出新款式，可以伺机发展新客户。”胡恭上说，
目前已有多家客商预定了新款。

与胡恭上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东阳市南马灿灿
草制品工艺厂负责人胡蒙晶，作为南马镇最大的席

业加工企业之一，灿灿草制品工艺厂推出了近百款
新品。“这些新品都很受客户欢迎，一个上午就收到
了100多个订单。”胡蒙晶说。

“东阳‘枕博会’带来的集聚效应明显，目前已
经签下了近20万元的订单。”东阳万家康家纺负责
人麻江星说，东湖村是夏凉枕头小件产品的生产基
地之一，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东阳“枕博会”的举办
将进一步打响东湖村的名声。

“东阳的竹凉席、枕头小件加工销售全国有名，
却没有一个专业的市场。”说起办展会，胡德富打开
了话匣子，他说，东湖村作为竹席、草席专业村，企
业众多，配套设施完善，具备举办展会的基础。

据了解，东湖村草席生产有着百来年的历史，
竹席生产加工已走过近 30个年头。目前，东湖村
拥有竹席加工销售户 70 余家，从事竹席加工、生
产、销售人员超千人，年产值达数亿元，已经形成加
工、生产、销售全产业链。

国内凉席行业展会有以竹席产品为主的安吉

竹博会、以冰丝藤席为主的台州凉交会，以及夏凉
床品、家纺服饰为主的上海中针会，唯独没有夏凉
小件产品为主的展会。东湖村干部和企业加工户
商量后，便萌生了举办东阳“枕博会”的想法。

“从开幕式当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客流量，还是
现场成交，都表现不俗，首届东阳‘枕博会’还是相
当成功的。”胡德富说。

据了解，南马镇夏凉产业历史悠久。该镇是全
国竹凉席、草席、麻将席、藤席等夏凉产品的生产、
贸易基地之一，产品远销国内外，在中东、印度、东
南亚市场非常畅销。

“举办此次东阳‘枕博会’，就是进一步推进南
马夏凉产业的发展，以产业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南
马镇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此次博览会，南马镇将搭
建夏凉及枕头小件产业展示形象、宣传品牌、拓展
市场、合作交流的综合平台，推动夏凉产业由平面
扩张向立体拓展，进一步促进农村做优二产、做活
三产，实现乡村振兴。 章周宇

村门口的“枕博会”引来上千客商

在绍兴市上虞区城北艺术中心，日前举行的“虞
妹纸+X”上虞美丽乡村巾帼农产品展吸引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客人。18个摊位集中展示了来自上虞区各
乡镇农业一线的女能人带来的80多款特色农产品。

当笔者到达现场时，摊位前都已挤满了购物的
市民群众。下管镇小猢狲农场53岁的顾彩娣忙得
不亦乐乎，客人们争相扫着农场的二维码，购买春
香柚以及春香柚树苗。“从 1996年始，我就在山上
耕耘。陆续栽种了桃子、青梅、沙糖橘、金橘等常见

水果品种，近年来又引进了春香柚、‘红美人’葡萄
柚等精品品种。”顾彩娣说，短短一个多小时，她带
来的百余株树苗与水果都销售一空。

在这次特色农产品展中，农业深加工产品是一
大亮点，“虞南之味”的五彩米酒更是吸引众多市民
拍照发朋友圈。“今天带过来的 60瓶五彩米酒、10
瓶酒糟蛋，还有粥饭、土猪油等都已售空。”摊主王
园园说，“很多市民是第一次见到五彩米，有 50多
位新客户加我微信准备购买。”五彩米是“虞南之

味”的当家产品之一，除了下管原有的红香米，黑糯
米、紫糯米、绿糯米、紫粳米等都是王园园从陕西等
地引进，目前种植五彩米200多亩。

此外，二都草堂的杨梅酒，江南风韵的糟肉、酱
菜，丰惠野猪林的五生，岭南越和家的艾青团，长塘
的竹制品盆栽，丁宅百味园的草莓等等，这些最美

“上虞味”，也都受到虞城市民的青睐。
据了解，展示活动由上虞区妇联联合农小二团

队、农村妇女科普协会共同组织举办。 陈晓潮

上虞举办美丽乡村巾帼农产品展

眼下正值植树造林时机，在地处建德
市寿昌镇十八桥村的省级珍贵树种保障性
苗圃基地，工人们每天忙着起苗，运苗。据
市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基地
可为各地提供枫香、红豆、浙江楠、紫楠等
珍贵树种苗木200 多万株，基本能保障全
省各地调配苗木的需求量。

宁文武 董海日

调运珍贵树种苗木

日前，笔者在开化县城南湖公园看到，一朵朵郁金香
盛开鲜艳的花朵，娇艳欲滴，美不胜收，给公园增添了美丽
的景色，引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观光拍照。

齐振松郑茜

开化郁金香引客来

衢州市柯城区政协日前组织委员开展以“美丽乡村”
为主题的公益林植树活动。委员们来到沟溪乡直力村，与
村民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培土，围堰浇水，将香榧等一批既
可提升景观，又促农民增收的苗木种下，从而实现农民增
收美丽乡村建设两不误。

吴铁鸣

柯城增收造景两不误

笔者近日在位于浙赣边界的开化县华埠镇苗木市场
上看到，前来选购苗木和花卉的顾客络绎不绝。据摊主们
介绍，苗木市场从正月初八就开始营业了，由于品种多，价
格合理，吸引了本地以及江西等地的顾客前来购买，生意
非常红火。 徐曙光

浙赣边界苗木俏

3月11日，2018金华市婺城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系列活动暨第九届茶花节（第二十六届茶花展）在
竹马乡下张家村开幕。据了解，目前，竹马乡有茶花种植
户千余户，茶花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去年，以茶花为主的
花卉苗木行业产值4.7亿元。

孔德宾

婺城茶花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