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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记“新土改”第一人——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董事长陈照米

2016年初，一场寒潮袭来。尽管做足预
案，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董事长陈照米
仍不敢大意，与技术人员在夜晚零下10℃的
低温下看护着火龙果基地，一守就是五天五
夜。寒潮过后，1200亩“火龙果宝宝们”安然
无恙，依然健壮地生长。陈照米长舒一口气。

三年前，闲下来喜欢打高尔夫的陈照
米脱下西装，戴上草帽，一心扑在了农业
上，当起了农民。这个决定让妻子一时无
法理解，朋友们也劝他：“企业做得这么大，
效益又好，搞农业是九死一生。你这是何
苦啊。”陈照米却吃了秤砣，铁了心。

又是一年春耕备耕时。4月25日，在诸
暨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记者来
到了米果果农业生态园所在地诸暨市山下
湖镇解放村。工作人员说，董事长正在园
里忙乎。不一会儿，陈照米大步流星走进
办公室，一双大手随即伸了过来，“欢迎欢
迎。”他中等个头，身材健硕，面色黝黑，裤
脚和一双黑色布鞋沾满了泥巴。陈照米注
意到了记者的目光，笑着说，做农业老板得
先做农民，才能更接地气。

“不与农户争利益
要让农民得到真正惠”

——山村里的“新土改”

1964 年出生的陈照米，尽管经过自己
的奋斗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但直到 30 岁
他才真正离开土地，叱咤商界，因此，他对

这片土地和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有着
深厚情感。投资农业，首先要解决土地问
题。“不与农户争利益，要让农民得到真正
实惠”。这自然成了陈照米做这件事的初
衷和坚守的底线。

以前，解放村是诸暨的一个传统农业
村，村里劳动力大多进城打工，许多农户的
耕作热情并不高，有的甚至宁愿抛荒。

“为此，村里一直希望把这些利用率不
高的土地集中起来，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进
行集约化经营。”解放村村支书虞新国说。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并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进行讨论，通过了双方商定的合作方案，
并签订了协议。按照协议，村委会通过村规
民约延长土地承包期限30年，将从农户那里
流转的2000亩土地再流转给浙江米果果生
态农业集团，总期限为40年。集团给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每年每亩土地300公斤稻谷，作
为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收益，由村经
济合作社“实物计价，货币结算”，将稻谷按
当年国家收购价折算为人民币统一支付给
农户，最低保证每亩每年1000元收益。2025
年前，作为企业投入阶段，农户不享受分红，
但享受10%企业投入资产。

2025 年后，为企业收益阶段。农户在
享受上述土地租金收益的基础上，获得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米果果集团 10%的股红
收益，分红最低保证为每年不少于50万元。

这种“土地收益+赠送 10%股份+保底
收益”的新型合作模式，得到了解放村1100
户村民的一致认可。企业投入放心，百姓
受益高兴。

63岁的王建江一家有7亩多承包田，家
里还种植了甘蔗、荸荠等经济作物。他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现在通常一年种一季水稻
算，不考虑天气影响，一亩田一年大概能收
获500公斤稻谷，按目前稻谷收购价每公斤
3.4元计算，全部收入就是1700元。但种植
一亩水稻的收割成本要150元，翻耕及插秧
又是150元，还有农药、化肥、种子等，不算人
工成本，一亩田的收益到不了1000元。王建
江表示，现在他们夫妻两人同时在基地做
工，一年还有五六万元的收入，“比自己种地
合算多了。”

“我最骄傲的是把没有闻过泥土气息
的年轻人带到了这里共同创业，并让他们
爱上了这片土地；给六七十岁本以为是无
所作为的大伯、大嫂们又找到了一份有尊
严的工作，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按时上下
班，还能拿到一份满意的工资收入，减轻子
女负担。”陈照米说。

“把灵魂、汗水、血液倾注在
每寸土地上”
——让每寸土地利益最大化

对陈照米而言，搞农业绝不是一时性
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用他自己
的话说，我搞休闲农业就好像鲨鱼闻到了
血一样，不但目标明确而且兴奋。

他分析道，人们收入不断提高，随之而
来的是都市人口的剧增、交通拥堵、水资源
短缺、社会竞争激烈等问题，越来越多都市
人想逃离都市到乡村去，躲到乡村田园享
受蓝天碧水的自在与悠闲，乡村度假逐渐
取代了都市度假成为了休闲时尚风向标。

不像其他商业资本介入农业的老板当
甩手掌柜，陈照米把以前的工业企业交由
成熟团队运营，全身心照料“米果果”，所有
的事情，他都亲力亲为，用心经营。“每一根
木桩，甚至埋在地下的每一条水管，我都知
道在哪。”陈照米说。

在园区的设计上，陈照米不搞一刀切，
而是根据不同功能区块找了8家国内知名设
计公司，而且每个方案必须遵循他自己的理
念。只要有更好的创意出来，哪怕已经建
成，陈照米也要推倒重来。“乍看好像损失了
钱，但如果不这样做，将来会影响游客的体
验质量。”

“搞农业从来不缺创意，缺少的只是我
们发现创意的灵感。”陈照米说。为寻找灵
感，开阔经营思路，他远赴德国、以色列等欧
洲国家以及中国台湾深度考察现代农业。

回国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
——让每寸土地效益最大化，让每粒水果
价值最大化，这就是土地利用要差异化、主
体化，产品要产生两种价值：一是有形的，
那就是以生产为主；另一种是无形的，就是
用生产种植园林化带动休闲旅游观光，最
后达到一、二、三产联动，真正让农民业成
为总书记提出的“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行
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为了能向社会公众提供安全、健康的
绿色产品和服务，陈照米不惜成本。农场
里的杂草全部用人力铲除，不用除草剂；生
态餐厅产生的污水先进行油水分离去污，
再通过观赏性的荷花池过滤，并将净化过
的水用到生产中去；12.95 米高的“勾践复
农”雕塑原料来自水泥厂废料……

怎么样才能让每寸土地效益最大化？
如何卖创意？陈照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山下湖镇是中国最大的淡水珍珠养殖、加
工、贸易中心。在“米果果”的珍珠养殖体
验馆，游客在科技导师的讲解下全景式了
解珍珠产业的科普知识，亲自体验养殖珍
珠，游客下载 App 可以实时看到珍珠蚌的
生长状况。三年后打开蚌，珍珠多的话，我
们帮他做成装饰品，如果不多，我们就免费
送一副珍珠饰品。

“我对农业成功的理解为，只要消费者
能吃上放心食品，员工能按时发放工资，千
百户农户能保证收益，我从事农业的第一
梦想就实现了，尽管没有实现财富价值，但
我实现了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当然我最
大的梦想是把创建‘米果果’打造成有影响
力的自主品牌、一个让世界尊重的中国农
业品牌。”陈照米说。

“我的心脏将与这块土地
一起跳动”

——打造“第六产业标杆”

“我们努力的意义是真正做具有农业
现代化气息的事情。”陈照米说。

作为工商资本回归投资农业新兴典型
的“米果果”，将建成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旅
游休闲观光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农
业体验与文化结合的方式，将传统农业升级
为文化传播，感受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刻底
蕴，延长园区生态休闲产业链，充分挖掘土
地亩产效益，实现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打造“第六产业标杆”。

“第六产业”的表述最早来自20世纪90
年代，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业专家今

村奈良臣，针对日本农业面临的发展窘境，
提出“第六产业”的概念。就是通过鼓励农
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
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销售
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获得更
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
展开辟光明前景。

“米果果”通过种植品类创新、加工产
品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探索出一条卖产
品与卖休闲相结合、卖体验与卖科普相结
合、卖创意与卖文化相结合的差异化发展
路径。目前，“第六产业”的蓝图已然绘
就，正驶在实施的高速路上——园内规模
化种植火龙果 1200 亩，是浙江省最大的火
龙果种植基地。火龙果一年能开 10 次花，
开花期能吸引游客参观，果实成熟又有两
茬收益；深加工这块，火龙果果汁粉、饼
干、面膜、果酱、果冻、牛轧糖都已开发成
功，在食品深加工观光工厂，游客可以观
看食品加工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放心购
买；聘请中国台湾知名营养师，配比出火
龙果形象大餐，还有世界上首个火龙果主
题馆可以体验……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总投资3亿元的一
期项目——儿童乐园、水上嘉年华、果蔬采
摘馆、会务中心、火龙果文化创意主题馆、
青少年农业科普馆、珍珠养殖体验馆、农耕
博物馆、九品莲花体验馆、扬子鳄养殖馆、
婚纱摄影基地、米果果大舞台、米果果广
场、民宿、烧烤区、生态蔬菜园（花卉）、一米
菜园、瓜果长廊、生态餐厅、商业街、音乐喷
泉、陆地水上乐园、水上拓展、“勾践复农”、
DIY工厂、食品深加工观光工厂、紫藤大道、
花海、园区小火车等项目已进入收尾阶
段。据了解，一期项目今年6月份就能正式
对外开放。

对于“米果果”的未来，陈照米认为，农
业不能靠同情生存，不能靠补贴发展，必须
要在发展上创新，要有灵更要有魂，这样才
能健康长久的发展，这样才有底气。

后记：其实，在“米果果”孕育的三年
里，陈照米从来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农
场，而是一个有温度的生命体。从一开
始，它就被赋予了某种价值观，或者说“情
怀”。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太阳西山尽，
壮志旭日开。下半辈子，我的心脏将与这
块土地一起跳动。虽然很辛苦，但我很幸
福，因为我相信我每天的付出都是在播撒
希望的种子。

□ 本报记者 阴文亮

图为陈照米（右）在火龙果基地指导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