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网店、养土鸡、种果树，“村官”徐骏昇——

做给村民看 带着村民赚
“现在，一棵蓝莓树能采

摘1.5公斤蓝莓。”日前，在衢

州市衢江区灰坪乡灰坪村，

村党支部副书记徐骏昇指着

山垄里的一棵棵蓝莓树告诉

笔者，农场现有1500棵蓝莓

树，按目前市场价格平均每

公斤蓝莓卖120元，效益不

错，“等到了丰产期，一棵树

能采摘3.5公斤蓝莓。”

徐骏昇种的蓝莓大部分

是通过游客采摘卖走的。“从

5月中旬开始，来采摘蓝莓的

人就多了起来。”他说，他的

蓝莓因为种在海拔700米的

高山上，昼夜温差大，品质

好，游客喜欢来采摘。

在深山创业的徐骏昇，老

家在衢江区上方镇。2013

年，他从温州医科大学毕业，

本可当一名药剂师，却选择回

乡创业。2014年9月，他完成

了一年的志愿服务后，被选聘

为灰坪乡大学生村干部。

徐骏昇一到灰坪村，就

通过走访发现，虽然村民家

里有笋干、土鸡蛋、茶叶等优

质农产品，但由于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一直难以卖出好

价格。“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的想法

在我脑海中出现。”他说。

之后，徐骏昇罗列出村

里的优质农产品种类及存

量，在淘宝上开起“山里人”

网店，将农产品放在淘宝、微

信上售卖，同时还和村里的

专业合作社合作，卖茶叶、笋

干等农特产品。与此同时，

徐骏昇还在全乡开展电商培

训6场，免费指导村民开网

店、当老板，500多人次因此

受益。

2015 年春茶上市的时

候，当地30多户村民找到徐

骏昇，希望能搭上茶叶销售

的“特快列车”。原来以每公

斤60元的价格卖给商贩的

茶叶，通过徐骏昇在网上卖，

每公斤卖到了160元。“小小

键盘竟能如此神奇！”2015年

底，他的电商平台替灰坪村

村民销售农特产品达 1000

余万元，辐射带动100多户

农户增收。

徐骏昇清醒地意识到，

想致富，仅靠茶叶不行，还要

发展其他产业。经过调研，

徐骏昇注册了衢江区骏昇家

庭农场、衢江区骏诚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他决定在毛竹

林下套种中药材，养殖高山

土鸡。“我在农场种了黄精、

白及、覆盆子等中药材，还搭

建鸡棚放养土鸡。”徐骏昇介

绍，创业缺少流动资金，他就

向衢江农商银行贷款，仅养

鸡就投入40多万元，“当时，

我放养了1万只土鸡。仅一

年多时间，就净赚了10余万

元。”

在创业的同时，徐骏昇

还申请建起了灰坪乡大学毕

业生村干部创业项目实践基

地，让更多的农户参与产业

发展。“通过网上渠道为灰坪

农户卖农特产品，我一直做

到2017年。”2017年，他被评

为第十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

徐骏昇说，2018年，他看

中乡村振兴的大好前景，谋划

起做好“农业+”的文章，利用

灰坪乡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

休闲采摘游。如今，他100亩

面积的农场里，种了20亩桃

子、20亩李子、10亩蓝莓等。

“今年，我还种了一些油菜。”

他说，创业最直接的好处是，

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现

在，他雇村民干活，男的一天

130元，女的一天100元，全

年要支付雇工工资5万元。

胡宗仁 叶秀明

4 编辑：徐碧芳 设计：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2020.7.15创业

通过几年的技术和资

金积累，童氏家庭农场

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

能力。2018 年童开化

在桐村镇流转土地120

亩，今年又在池淮镇流

转土地143亩，目前，农

场种植面积已达到504

亩，收入一年比一年

高。

童开化高兴地说，

尽管创业路上很艰难，

但还是比原计划提前3

年还清了债务，“现在无

债一身轻，想想都开心，

想不到种田还债还出了

一条致富路”。

今年 5 月，童开化

经人介绍赴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学习考察，大胆引

进高产优质“巨型稻”，

目前稻苗长势良好。

如试种成功，童氏家庭

农场将会再上一个新

台阶。“现在国家对粮

食生产很重视，种粮、

购买农机具都有补助，

农技专家还服务到田

头，现在搞农业前景很

好。”童开化对未来充

满了信心。

方争游

种田走上致富路

粮农童开化：
种田还债，还出一条致富门路

近日，笔者走进开化县华埠镇新青阳村童氏家庭农场，

入目皆是成片绿油油的水稻田。农场负责人童开化指着一

片水稻田说：“这是新引进的‘巨型稻’，植株高可达2米，亩

产量能达1000公斤，夏天稻株下可乘凉。”看着长势喜人的

水稻，童开化高兴地说，种田原本是为了还债，没想到竟让

他找到了一条致富路。

创办家庭农场

今年 61 岁的童开

化，原是淳安人，因新安

江库区建设，刚出生就

从淳安移民到开化县华

埠镇新青阳村，因此取

名为童开化。1990年童

开化被推荐到开化县农

资公司木材分公司工

作。两年后，因工作勤

奋肯干，业绩优秀，被提

拔担任公司经理。那

时，他一年的收入是当

地村民的三四倍，生活

过得很不错。

然 而 世 事 难 料 。

2009年 1月，开化县供

销社改制，童开化下岗

了，不得已他回家种起

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生活水平也因此急剧

下降。但他不甘心，就

雇了几个人给当地的

林业大户管理培育山

林，每天早出晚归，抚

育林木，采伐木材，做

起了小老板。虽然钱

不多，人辛苦，但收入

比较稳定，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他的生活又

渐渐好起来。

可好景不长，承包

山林的老板由于资金困

难，不能及时兑现工

资。“当时我相信，谁都

会有困难的时候，等老

板资金周转开来，这点

工钱肯定是会给的。我

叫大家放心，我雇来的

人听我话，没有拿到工

资还在继续干，就这样

欠下的工资也越积越

多，共计有50多万元。”

童开化说，让他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老板是真

的付不起工资了。

“我自己一人拿不

到工资还好说，但我雇

来的人怎么办？”童开

化说，做人要讲诚信，

否则今后在村里怎么

立足。于是他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流转土

地，创办家庭农场，自

己创业还债。

信心战胜困难

“种一亩粮食，能赚

500元，种100亩，就可

赚5万元，种10年，就能

还清债务了。”童开化满

怀信心开始规划心中的

宏伟蓝图。2014年，他

贷款5万元，在新青阳村

流转土地 123 亩，采取

“水稻—油菜”种植模

式。开始因缺乏资金，

采用了“老黄牛犁田+低

头弯腰种田”的传统种

植方式。

童开化虽然很长时

间没有种田了，但他觉

得自己是农民出身，认

为种田还是件容易的事

情。然而，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想

种好粮食，光有信心还

不够。第一年他就栽了

跟头，由于缺乏管理技

术，病虫害防治不及时，

其中十几亩稻田基本无

收，其他田块也严重减

产，平均亩产只有 250

公斤，除去农药、化肥、

用工成本，不但没有赚

到钱，反而亏了 3 万余

元。病虫无情，对于满

怀信心的童开化，第一

年种粮食就来个“下马

威”，把女儿在外面打工

辛苦挣来的钱全赔了进

去。

跌倒了，如果不爬

起就彻底输了。吃一

堑，长一智。童开化不

服输，林业做得很成功，

不信种不好田。于是，

他请教农业部门专家，

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

训，特别是学习如何抓

好田间病虫害防治等管

理技术。2015年，他种

的水稻平均亩产提高到

450 公斤，收支基本平

衡。虽然没有赚到钱，

但童开化心里有了底，

在失败中找到了经验和

教训。

2016年，童开化胆

子更大了，先后购买了

拖拉机、插秧机、植保

机，从手工作业转型机

械化作业，提高生产力，

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这一年，他的平均亩产

量达到600多公斤，终于

扭亏为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