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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盯着河
姆渡遗址出土的盛有甲鱼壳的陶罐发呆：爷
爷常说甲鱼能强身健体，原来我们的祖先早
在7000年前就发现了甲鱼的妙处，并开始食
用。

这个小男孩名叫沈岳明，让他没想到的
是，自己此后的人生，竟与甲鱼密不可分。他
创办的明凤渔业，是全国最大的甲鱼企业，最
近还获得了农业部委托、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组织评选的“2017最具影响力水产品
企业品牌”。

如今，他心心念念的，是如何通过甲鱼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引领推动宁波、余姚乃至宁
绍平原甲鱼产业整体发展，使其成为世界的
水产品名片，让全球华人认识中华甲鱼，获得
健康。

自强之梦 不顾父亲反对，向女友
借了200元养甲鱼

刚播完的大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
孙俪饰演的周莹成为陕西首富，靠的就是认
准的事情就大胆做，抛开条条框框，敢闯敢
拼。这股“轴”劲，在青年沈岳明身上也显露
无遗。

1984年，沈岳明家开始承包鱼塘养鱼。
第一年，65亩的鱼塘就挣了 5000元，这在当
时也是一笔大数目了。如果顺其自然，沈岳
明的人生轨迹本该跟着父亲做个靠天吃饭的
养殖户，但他偏偏不安于现状，一门心思想养
甲鱼，其中缘由得从他的爷爷那里说起。

“爷爷懂医术，从小就听他说甲鱼是好东
西，能治病强身。而且，当时市场上甲鱼价格
比‘家鱼’要高出十几倍。”当然，沈岳明还有
另外一个原因。小时候家里穷，又经常被人
欺负，他渐渐地意识到，必须要自强才能在社
会上立足，因此想通过养甲鱼致富来改变命
运。

但是，父亲不同意养甲鱼——万一失败
呢？

磨了5年嘴皮子，父亲还是不同意，沈岳
明就向女友借了200元钱，挖了500平方米的
池子干了起来。当时，他每天骑着飞鹤牌自
行车，凌晨 2时出发，到处去收购野生甲鱼，
经常要晚上10时才回到家里，他的足迹遍布
余姚丈亭、三七市、临山和邻县上虞等地。

由于没有经验，第一年甲鱼全跑光了。
但他不气馁，第二年向干爹借了1300元改进
措施继续干。“当时收来的甲鱼苗只要5角一
只，最大最好的甲鱼13元/斤。到了第二年年底，已经涨到40
元/斤。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种的大甲鱼卖到650元/斤，
一只甲鱼相当于一头牛的价格。”沈岳明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凭的是自己的执着，但后来他越来越发现这是一项可以坚持的
事业。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鳖甲和陶罐，就记
载着人类最早食用甲鱼的历史。他要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传
播到世界各地。

品牌之梦 还是行业小辈，已想着品牌办节

2006年 9月 28日，第一届中国·宁波（明凤）甲鱼文化节
在余姚举办。沈岳明说，这个日子他记的比自己的结婚纪念
日还要牢。

“明凤”是首家甲鱼节发起单位，为了办甲鱼节，沈岳明
奔走了好几年。为什么执意要办节，这源于他对品牌的重
视。

1999年，沈岳明的鱼塘还只有两三百亩，在行业里算很
小，根本谈不上知名度，他却想着要注册“明凤”商标。“那时
候正是这个产业最火的时候，本来5角、1元一只的甲鱼苗噌
噌往上涨，最高时卖到40~50元。下蛋的甲鱼650元一只，钱
打进来还要排队等货。”沈岳明说，那时候大家一哄而上进入
这个行业。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体坛红人马家军说“我们常
喝中华鳖精”，甲鱼的保健价值被国人认可。

越是旺，在各地一轰而上的时候，沈岳明的头脑反而越
清醒，要养最好的甲鱼，一定要去注册自己的商标。注册成
功后，他又想到了办节。“我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把全国各地的
专家、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请来，交到更多行业内的朋友。余
姚甲鱼的地域品牌要打响，需要这样的活动造势推广。”

2005年，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和余姚市农林局的相关领
导到“明凤”调研，与沈岳明聊起如何推广甲鱼区域品牌的
事，双方对办甲鱼节一拍即合。甲鱼节不仅打响了“明凤”的
知名度，也给沈岳明带来了更多客商，麦德龙、欧尚、好又多、
乐购等超市的负责人都来了。

甲鱼节从最初的两年一届，到如今每年举办，为余姚甲
鱼走向全国立下汗马功劳。在“明凤”的引领推动下，余姚甲
鱼获得国家地理农产品标志和 2016最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余姚也成为国内唯一的“中国生态甲鱼之乡”。

规模之梦 规划用3万亩土地，撬动千亿级甲
鱼全产业链

甲鱼产业养殖模式历经四个阶段。从最初的收购野生
甲鱼，暂养几天卖掉；到采用恒温养殖，从苗到商品全程都在
温室养殖一年就能产出；再到外塘甲鱼，前期稚幼鳖在温室
养殖一段时间后，后期移至露天池塘养殖一段时间，也有的
从稚鳖到商品鳖全程在露天池塘养殖；现在“明凤”独创第四
代甲鱼生产模式，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这是一种全过程
大水面湖塘集合多层混养技术，采用生物链原理和生态循环
技术，打造杭州湾吃活虾的野长甲鱼。

通俗地讲，甲鱼大水面放养，捕食活虾鱼，自然淘汰，使
其具有充足的活动量，增加野性，它比野生甲鱼更好，口感也
更好。因为大湖塘面积大，甲鱼生长环境与野生甲鱼一样，
完全靠自己的生存能力在大湖塘中每天追逐小鱼小虾吃，否
则就会饿死。沈岳明称这种甲鱼生产模式为野长模式。

在折腾出野长甲鱼养殖方法前，沈岳明也走过不少弯
路。“刚开始用饲料喂甲鱼，后来用猪肝，用活鱼喂，但都没办
法解决富营养化导致水质变坏的问题。水质不好甲鱼就容
易得病。”沈岳明告诉笔者，现在解决了生态循环的技术问
题，就有了大规模复制的底气。

在沈岳明新的余姚三万亩现代农渔（稻鳖）产业园区总
体规划中，“明凤”未来将纵向推动稻鳖育繁推、种养加、农工
贸一体化发展，横向深挖产业链每个环节的产品与服务价
值，建设一条集科研培育、种养加工、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现代
化农渔全产业链。

“我希望学习华为的模式，采用公司与农户合伙的家庭
农场模式，赚了钱大家一起分，亏钱了我来兜底。据业内权
威专家及我们共同分析，倘若甲鱼产业升级转型成功，未来
10年内，甲鱼全产业链年累计产值可达五千亿以上规模。宁
波甲鱼也将有一个千亿产值的市场。”沈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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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5时不到起床，带上农具来到占地 11亩
的塑料大棚里，播种、施肥、除草，直到 9时左右
回家休息；下午 3时左右，继续来到大棚里耕作，
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这是浙江农林大学农
学专业 2017届毕业生、浙江省龙泉市大汪村“乐
正越果”家庭农场负责人彭求这几天的日常生
活，这样的工作安排，可以避开中午最热的一段
时间。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年多时间里，彭求先后深
入农村调研农业创业项目、前往涉农企业学习农
业实用技术，并克服资金、土地等种种困难，回到
老家农村投身农业创业。彭求经历了很多，也成
长了很多，他一直坚持着。彭求觉得，投身现代农
业虽然辛苦，但是自己却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自己
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同样是在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农民的孩子大学读农学专业

2013年，龙泉市的农村男孩彭求，考上了浙江
农林大学农学专业。农民家的孩子，好不容易考
上大学，竟然还是报考了农林大学的农学专业，这
让很多亲戚朋友不可理解：“作为农民的孩子，你
深知做农民这么辛苦，怎么还考这个专业？”

彭求回答：“正因为农村缺少科技、缺少人才
支撑，所以农民才这么苦，既然我有机会上大学，
就希望在大学里好好学习，希望毕业以后能为农
业农村做点事情，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如果农
民的孩子都不愿意从事农业，那么农业的未来还
能靠谁呢？”

进入浙江农林大学农学专业后，彭求通过学
习了解，对农业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经常跟着老
师们学习农作物栽培技术，积极参加与农业相关
的社会实践。彭求并不死读书，除了学习、开展一
些农业方面的调研活动外，还经常和同学一起开
展创业活动：做家教、搞培训、组织旅游……

一边学习一边创业的生活很充实：大学期间，
彭求不仅专业学得很扎实，而且在创业方面也取
得系列成果。别的同学在大学四年时间会花家里
不少钱，彭求大学四年不仅基本没花家里的钱，而
且还攒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大学期间创业，其实不仅仅为了挣钱，我觉
得最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彭求说，自己大学毕业
后敢于积极投身农业创业，是因为在大学期间通

过参与各种形式的创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从而
让自己对从事农业创业充满信心。

2017年，彭求大学毕业后，就准备开始从事农
业创业。但是父母觉得，做农民风吹日晒太辛苦，
坚决反对彭求回乡“做农民”，过“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苦日子，孝顺的彭求不愿意父母不开心，只
好在老家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大学毕业回乡投身农业创业

虽然在企业工作旱涝保收，而且也是彭求对
口的现代农业企业，但是他觉得不开心。因为在
彭求看来，当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好，自己本来就是

“农二代”，现在又正遇上“乡村振兴”的好时候，自
己一定要把握这样的契机。

“大学学了四年农业难道就仅仅为了一份农
业技术员的工作？”上班一段时间后，彭求觉得自
己花了 4年学来的农业知识，绝不仅仅只是农业
技术，再这样下去自己从事农业创业的梦想将会
破碎。

彭求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他与父母进行了
深入沟通。最后，他毅然决然辞去稳定的工作，背
起锄头下了地，“人一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我喜欢农业创业，就应该趁着年轻马上
行动。”

虽然彭求身在农民家庭，也学了系统的农业
知识，但是真正干起来，心里还是有些担心。尤其
是万事开头难，从事农业创业更难，虽然已经说服
了父亲，但是亲戚朋友的不理解、创业资金的不
足、劳动人力的不足、土地难整合，都是彭求创业
道路上的一只只拦路虎。

从那以后，下定决心的彭求是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亲戚朋友不理解？那更要自己努力做出
成果。缺少资金？拿出自己大学期间创业和毕
业后工作积累的所有资金。缺少必要的劳动
力？在忙的时候雇人帮忙。没有土地？就从其
他农户那里租……

拿着拮据的创业启动资金，彭求在大汪村租
下了十几亩地，经过缜密的市场调研后，选择西
瓜等合适的种植品种。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他自
己搭建了种植大棚，从深耕整地、选种育苗、建造
滴灌到配置有机肥无机肥比例、改良土质、测算
农药安全用量，彭求事事亲力亲为，做起了职业
农场主。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越走越顺

彭求的“乐正越果”家庭农场就这样办了起
来。彭求说，农场注册时取名“乐正越果”，旨在提
醒自己“规规矩矩做农业，怀守仁心做农业”，让人
们吃得放心。

有了自己的农场后，彭求从今年3月份开始，
正式做起了“职业农场主”。每天起早摸黑，撸着
袖子，穿着雨靴，弯着身子在地里打理各种农作
物，同时他还在全村带头引进各种现代农业的种
植技术：自己手工接起滴灌设备、引进播种机……
这些大大提升了彭求的劳动效率，所以他只在采
收等需要大量劳动的关键时期雇几个人，平时即
便是除草、施肥都是自己上阵。

如今的“乐正越果”家庭农场，已经拥有10个
大棚，10多亩地，最近一段时间的西瓜全部销售完
后，彭求也基本收回了前期投入的资金。因为有
技术、懂经营，彭求在自己的农场里种什么，什么
丰收。从西瓜到玉米再到草莓，彭求如今对每个
阶段种什么都已经了如指掌。

对于彭求的选择，他的父亲自豪又无奈，而且
还被彭求聘为农场的技术指导员。他说：“从小我
就教育他们姐弟俩，要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我一
样当农民，他们都努力考上了大学，顺利毕业，但
兜兜转转还是走上了农民这条路。”

如今，彭求每天背朝太阳头朝地，皮肤晒得黝黑，
手掌上都是老茧，当同龄人都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他却
在田里翻土，但他从不叫苦，反而越干越起劲，不论刮
风下雨多么恶劣的天气，他总是坚持在农场干农活，在
他身上有着新青年倔强而又不气馁的创业精神。

“一个合格的现代农业人，不仅要学会运用科
学的种植方法，还要学会贴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型
营销模式。”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产品，彭求专
门对产品的营销进行了规划，结合鲜售、加工果
脯、制作果酱和果酒等不同方式，运用“互联网+农
业”的新模式，开拓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

“乐正越果”家庭农场的西瓜已经收获，玉米
还在生长，草莓等待播种，彭求从事农业创业也才
刚刚起步，但他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他说：

“作为农学专业的大学生，我觉得只有回乡投身乡
村振兴才能回报这片生养我的土地，我力虽薄，也
立志现代农业，愿意为农业的美好未来注入一份
新生力量。” 陈胜伟

彭求 在田间地头耕种乡村振兴梦

日前，衢州市政府正式向社会发布“南孔圣
地、衢州有礼”的衢州城市品牌，其中衢州江山市
民进会员王朝纲的“作揖礼”作品成为衢州城市品
牌标识。

在江山市成长的王朝纲，1989年毕业于杭州
大学，1995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现在是杭州
王派玉人堂策划机构总经理、衢州仟年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总策划、江山市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委
员，曾获“中国管理咨询业十大新标杆人物”“中国
新锐创意总监 30人”“中国最具影响力百名广告
设计师”等荣誉称号。

今年 4月 8日，衢州市启动面向全球征集“南
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标识和吉祥物的活动
后，王朝纲决定充分发挥自己二十多年积累的城
市品牌、城市形象、企业文化策划设计等专业特
长，为家乡贡献一份情怀。

王朝纲说，最近几年，城标的设计基本上以城
市名称汉字的变形演绎居多。起初，凭着对衢州
的了解与理解，做了几个这类方案，但效果不是很
好，有些俗套。“衢”字笔画较多，施展空间不大。
若以“礼”字作为城市品牌的主导元素，似乎有些
过于表象化。衢州有“礼”，但“礼”字未必能代表
衢州城市品牌形象，城标的专属性显得不足。所
以，他们几易其稿，都难有突破，一时陷入困境。

王朝纲静心思考，如何突破？他认为衢州城
标该有古城大气、儒家正气、书卷雅气、时代气象、
时尚气息，切不可流于飘散、琐细、浅俗。“一个好
城标，既要一眼识别，更可久久回味；既要让普通
大众看得赏心悦目，也要让专家学者多有认同。”
王朝纲说。

最终，王朝纲启用衢州地图元素突出重围，巧
思破解以前多个方案“瓶颈”。这源于他与一位老
朋友的海聊。朋友海聊时言及衢州城标一事，提
出可以考虑将衢州地图元素纳入城标之中，让市

本级以外的几个县市有
“衢州”的认同感、归属感、
亲密感。

当时深以为然的王朝
纲，马上查阅衢州地图，凝
视片刻，眼前一亮，灵感突
至，激动不已，衢州地图的
轮廓竟然与孔子的行礼手
形有着超乎想象的契合。
此乃大礼，衢州大礼，天意
使然，天人合一，吉兆呈
祥 ！ 兴 奋 之 余 ，速 成 草
图。草图完成时已是午
夜，内心兴奋、感怀兼而有
之：方案或许未必被采用，
但终能为家乡衢州做一件
感动自己的作品，心中释
然。

“图标虽无‘衢、孔、礼’
等文字，然意象生动，大气浑然，直白简洁的形，诠
释着撼人心扉的魂。自认为此标未必成经典，一
定不失为佳作。”王朝纲胸有成竹地说。

以最直观的手礼形象，代言“礼”文化的博大
内涵；以最直观的地图载体，将衢州一市两区三县
融为一体，以体现全体衢州人民以礼为魂、同心同
德、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时代大衢州的精神内涵。

城标整体形象，既有作揖行礼的空间意象，
端庄大方，谦恭内敛；又有朝阳初升、活力四射的
蓬勃生机。结合黄绿蓝的渐变色系，很好地表现
了纯净阳光、绿水青山、多彩田野的“活力新衢州、
美丽大花园”意境。

“作揖礼”标识，手指交错，脉络纵横，既有“四
省通衢”之寓意，又与“衢”字笔画字型有内在呼
应，与“衢州有礼”标准字体协调融合，凸显衢州千

年古城的历史人文意蕴。
这次王朝纲设计的“作揖礼”成为“衢州有礼”

城市品牌的核心标识，其实有他的必然性，这就是
二十多年的专业能力和对家乡的情怀。之前，他
曾做过江山、常山、开化城标及品牌系统的策划设
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城市品牌策划设计经验。
王派玉人堂的总部在杭州，为了更好地服务家乡，
并为家乡培养更多的策划设计人才，2017年初，王
朝纲启动了“浙西战略”，与衢州仟年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承接了全省美丽乡村现场
会总体策划、地标景观设计、村书编撰等一系列文
化版块项目，成功开发了数款江山城市礼品，获得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对于团队总策划的王朝
纲来说，今天成功地设计“衢州有礼”城市新标识，
其实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祝日耀 汪益平

王朝纲 创作衢州城市品牌标识“作揖礼”

8月19日，星期天。这天中午，古朴的四合院
农家乐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
节点。走进四合院，一股香味直直地勾起了杭州
游客王平卫的食欲，作为老顾客，王平卫知道那是
炒螺丝的味道，“这里很清爽、很卫生，让人感觉很
好！”

地处天台县南屏山区的四合院农家乐，从 8
年前只能容纳几桌客人，成长为现在的省级示范
农家乐，凭着美味可口、价格合理的农家土菜和古
色古香、整洁优雅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女主人杨寅寅说：“我家在全乡办起了第一家
农家乐，现在单我们村就有近 30 家农家乐、民
宿。”

下午一时多，游客逐渐散去，杨寅寅和帮工一
起，开始在厨房里奏起了碗筷交响曲。正是暑热
高温天，客人并不多，一个中午只接待了三桌。若
是等到秋季枫叶红遍山林时，四合院里会涌进潮
水般的游客，最多时一天要接待上百桌的客人。

正因为养在深闺人未识，四合院农家乐所在
的前杨村曾是一块璞玉。随着前杨村的古道红枫
名气越来越大，游客渐渐增多，环境压力凸显，如
何创建环境友好型旅游村，既考验着当地党员干
部，又是农家乐经营户不可回避的话题。

“餐饮业每天都要产出许多剩菜剩饭，我觉得

减少浪费就是为环保出力。”作为一名 85后创业
者，杨寅寅对于生态环保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游
客点菜时，我们会提醒游客吃多少点多少；在餐桌
旁，我们也有节约粮食的提示。”

拿起四合院农家乐的餐谱，发现除了炒菜类，
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美食小吃，有饺饼筒、扁食、麦
饼、南屏麻糍团等。对美食小吃，杨寅寅一点都不
担心浪费。一般游客按人头点，吃一份很少有过
瘾的，即便吃不完，也可打包携带，非常方便。

农家土菜尽管好吃，但再怎么提示，残羹剩饭
仍是在所难免。在四合院一角，放着一个回收桶，
剩菜剩饭都倒在这里。杨寅寅告诉笔者，整体数
量不多，附近有人养猪养狗，多的话，就送给养猪
的，数量少的时候，就送给村民喂狗。

走进厨房，帮工正在冲洗餐具。自从农村生
活污水管网铺进各家各户后，村内再也见不到污
水横流现象。所有污水全部纳管排放，经过污水
处理终端净化处理后，再合格排出。

在厨房的角落里，有一个垃圾桶，切削下来的
蔬菜茎叶，还有鱼、禽类的内脏等菜肴加工剩下的
余物，这些垃圾都被统一倒在一起，送到村里的垃
圾回收点。

送完客人，杨寅寅一手拿着几个空瓶罐，一手
提着个垃圾，走向附近的村游客中心，那里有一排

咖啡色的小屋形状的垃圾箱。才走到边上，垃圾
箱就响起了音乐，并有语音提示要求垃圾分类。
杨寅寅说：“就好像有人在提醒，让你不好意思乱
倒。以前推广垃圾分类难，有了它，现在做村民工
作好做多了。”

倡导垃圾分类，是杨寅寅作为志愿者的一项
活儿。这几年，被推选为南屏乡团委副书记、妇联
副主席，又成功当选为县政协委员的杨寅寅，身体
力行推广生态环保理念。

只见杨寅寅把餐饮垃圾倒入可腐烂物的箱子
里，再把矿泉水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的垃圾倒进另
外的箱子里。虽说是垃圾箱，实际上还是个高科
技“玩具”。这组垃圾箱分 4个回收类目，采用光
伏技术，箱的顶部是一块太阳能接收板，白天吸收
能量，晚上自主照明，还配有景区宣传，一举多
得。用高科技手段来推进垃圾分类、环境革命，杨
寅寅感受到了事半功倍的快乐。

杨寅寅还经常通过组织、参与环保活动来擦
亮当地的环境。每到旅游旺季，她都会倡导开展
垃圾换姜茶、垃圾换矿泉水等公益活动，用山里人
的朴素、好客来换取垃圾不落地。景致美、环境
好、人气旺，去年底，以前杨村红枫古道为核心的
南屏乡旅游景区成功晋级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杨德华 徐平

杨寅寅 山沟沟里的环保引领者

图为王朝纲和他创作的“作揖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