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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笔者走进三门

绿馨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只

见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台湾葡萄

柚，不少游客在现场购买，一片

繁忙景象。农场负责人郑海亚

高兴地说：“今年台湾葡萄柚喜

获丰收，亩产量在3000公斤左

右，亩产值6万多元。”

三门绿馨家庭农场位于亭

旁镇上蒋村，种植的水果有火

龙果、蓝莓、樱桃、东魁杨梅等，

其中东魁杨梅就有400多亩。

郑海亚觉得光种杨梅，土

地利用率低，要增加经济效益，

让效益最大化。于是，她到省

内外水果种植基地参观考察，

“不能走传统的路子，要有自己

的特色，要种就种我们当地没

有的水果。”

郑海亚了解到台湾葡萄柚

皮薄，果肉柔嫩、多汁，口感爽

口、清甜，香气浓郁，且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C、E、P以及叶酸、

水溶性纤维素等，对防治糖尿

病、高血压等有很好辅助功能，

也有利于皮肤保健。郑海亚

说：“我通过参观考察，市场调

查，认为台湾葡萄柚是一种新

兴水果，营养价值高，适合‘三

高’人群，且我们当地没有人种

植，发展前景广阔。于是，我决

定在杨梅树林中套种台湾葡萄

柚。”

郑海亚与林业部门专家商

量，提出自己的想法。专家们

说：“杨梅对光照要求比较高，但台湾葡萄柚对光照

要求不高，可以在杨梅林中套种台湾葡萄柚，且台

湾葡萄柚生长期比较短，种下去3年就可以投产。”

2015年，郑海亚投资10多万元，引进了1.8万

多株台湾葡萄柚苗种，在杨梅山上套种了30多亩。

然而，种植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没有种植技

术，当年就有几十棵台湾葡萄柚死了。林业专家

现场察看后说是被冻死的，台湾葡萄柚很怕冷，在

零下5摄氏度就要冻死。为了种好台湾葡萄柚，郑

海亚买来书籍，边种植边学习，遇到难题向林业专

家请教，逐渐掌握了台湾葡萄柚种植技术。

经过精心管理，套种的30多亩台湾葡萄柚

2018年开始挂果，2019年开始投产，亩产量1000

多公斤，今年预计亩产量在3000公斤左右。郑海

亚欣喜地说：“不少客户得知我的农场有这么好的

葡萄柚，纷纷来人来电购买，每公斤20元还供不

应求。”

看着一个个金黄色的葡萄柚挂满了枝头，郑

海亚信心满满地说：“明年3月份，我准备再引进一

批台湾葡萄柚苗种，把剩下的杨梅林都套种上台

湾葡萄柚。” 朱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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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山核桃，还是离不开何

奉奇，因为他是万市山核桃种植

的带头人。

方里村曾是一个平均海拔

600多米的高山村，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经济条件落后。上世纪

80年代初，何奉奇就根据当地独

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带头种植山

核桃、石笋等经济林，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何奉奇担任大青村（今为方

里村大青自然村）支部书记以来，

发动全村村民调整林业产业结

构，做大“山”字文章。通过全村

上下10多年的努力，山核桃种植

面积达到了5000余亩。

2019年，方里村的农户依靠

山核桃增收300多万元，最多的农

户年销售额超17万元。20多年

来，方里村先后获得“杭州市都市

农业专业村”“杭州市山核桃示范

基地”“浙江省森林食品基地”等

称号。

不仅如此，何奉奇不断钻研

山核桃生产和管理技术，虚心向

有关专家请教，更新知识，帮助村

民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如今已

成为当地山核桃生产的“土专

家”。

他还曾办起山核桃加工厂，

开设两家土特产专卖店，解决了

山核桃销售难的问题，促进了山

核桃产业的稳步发展。

“大青自然村的山核桃种植

户，每年人均收入达到4万元左

右。”何奉奇说。

正因为此，何奉奇获得了国

家科学技术部授予的“星火科技

致富能人”“全国绿色小康户”，浙

江省级农村科技示范户等20多项

荣誉。

王杰 温欣欣 盛亚丹 陈柳青

种植山核桃建起“绿色银行”

他是当地山核桃种植的带头人，在“我在富春山乡有个家”活动中，通过“结亲”
带来游客上万人次，最后还引来一个投资2000万元的“美丽项目”——

何奉奇：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幸福路”

在杭州市富阳区西部万市镇海拔600多米的方里村，有一位村民叫何

奉奇。他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部授予的“星火科技致富能人”；还荣获过由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颁发的“全

国绿色小康户”。

从2019年开始，他积极响应“富春山居·味道山乡”活动，他家成为“我

在富春山乡有个家”的代言家庭，通过“结亲”接待游客上万人次。他还以此

为契机，引进杭州富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万市山乡美丽经济发展作出了

实实在在的贡献。

热情待客引来美丽项目

今年10月30日，“新时代里

展新貌·杏福路上话小康”2020

“富春山居·味道山乡”第十二届

银杏节开幕式，在万市镇杨家村

银杏主题公园举行。何奉奇前期

对接的项目——杭州富勒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与万市镇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该项目位于方里村青岭头，

流转山林、土地约650亩，注册资

金2000万元，是集民宿、休闲观

光、种植、养殖、体验活动等于一

体的生态绿色农业基地养生游乐

旅游度假项目。

如今，该项目已经动工，计划

重点建设服务区、景观区、种植

区、养殖区、体验活动区等5大区

块，包括种植藏红花等药材。

这个项目的引进，多亏了“富

春山居·味道山乡”活动。

2019年，何奉奇积极参加“我

在富春山乡有个家”活动，他的家

庭成为了代言家庭。去年下半

年，经朋友介绍，家里来了一位游

客——德国籍的夏铭亨。来者都

是客，何奉奇邀请夏铭亨一家吃

了饭，“自己家里烧的饭，没收

钱”。过了一段时间，夏铭亨夫妇

又来了。熟络后，他向何奉奇询

问山林旅游开发的有关情况。第

二天，他们一起游览了万市镇的

何务村、杨家村、白马村等地。

夏铭亨第三次来到方里村，

是带了两位朋友一起来的。看了

方里村的山林后，他们觉得这里

虽然交通环境一般，但是生态非

常好，“有竹林、有地、有田”。

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夏

铭亨没再来方里村，但他与何奉

奇的关系，一直通过微信维系

着。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更加

密切。

今年上半年，在万市镇党委

政府的支持以及何奉奇的帮助

下，夏铭亨承包了方里村500亩山

林。一大批花果树、中药材相继

种植在山林间。

该项目将充分利用万市山乡

生态绿色基地的森林竹林自然景

观，形成“可览、可游、可玩、可养、

可居”的环境景观，以及集“自然-

生产-游乐-康养-研学-度假”于

一体的景观农业文化旅游综合

体。

自信“晒”家乡，带动乡村游

“我家住在方里村青岭头的

高山上，山上有很多特色土特产，

有高山西瓜、石笋干，还有跑马

场……”何奉奇在“味道山乡”小

程序上的“晒家”视频里，这么推

荐自己的家。他说这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有信心把自己的家乡推

荐出去。

第一个到何奉奇家的，是杭

州的温红英老师一家。何奉奇

说，当时带温老师一家在周边玩

了一圈，之后就被认作了“大

哥”。温红英一家前后来了20多

次，有时候带家人，有时候带同

事，有时带的是摄影协会的摄影

师……

今年3月初，何奉奇管理的知

勤谷民宿迎来了首批游客——富

阳城区的两位母亲与她们的孩

子。

游客陈斯殚曾在去年入住

“知勤谷”，优美的风景与清新的

空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朋

友圈里看到万市野樱花盛开后，

她便有了“如果民宿疫情防护措

施做到位，就一定要来”的想法。

仔细咨询后，她便邀请好友一起

来到了方里村。

何奉奇说，至今已接待来自

上海、江苏、杭州等地的游客超过

1万人次。

成为代言家庭一年多来，何

奉奇凭着他憨厚老实的性格，热

情好客的接待方式，赢得了“结

亲”户的好评，不但增加了自己的

经济收入，还带动了村里经济的

发展。

方里村多毛竹，笋干是当地

的特色农产品。村民何晓峰说，

以前的笋干都是批发给小商贩，

现在来玩的游客多了，笋干都是

按公斤卖，一公斤能卖到80元，一

年下来，至少能增收3000多元。

村里的西瓜，以前都以批发

销售为主，价格每公斤 1.6—2.5

元。去年，因为“富春山居·味道

山乡”之万市清凉行活动，高山西

瓜一售而空，且销售价格上涨至

每公斤4元，农户收入有了实实在

在的增加。

方里村还种植了5000多亩山

核桃。不少农户在山核桃去蒲、挑

空籽之后，批发给商贩，虽然轻松，

但收益不到成品销售的三分之

一。何奉奇说，从去年开始，农户

慢慢转变销售思路，自己完成去

蒲、挑空籽、暴晒加工等多道工序

后，运到临安去加工，尝试销售成

品山核桃，这样收益更高。

今年更是明显，因山核桃收

购价较低，何奉奇带着不少农户

一起去临安加工山核桃，“如今不

愁卖，游客很喜欢万市的山货”。

陈启明就是将山核桃转为成品售

卖的村民，今年他就增收了5000

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