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看这里云雾缭绕、小桥流水，像是世外桃源。”

近日，一大早，笔者跟随方向明，从衢州市区驱车1个

小时，来到海拔400余米的柯城区七里乡上门村收菜。

只见村小卖部门口一条狭窄的水泥路上，十几位

穿着朴素的村民将自家种的青菜、芹菜、包心菜、大白

菜等摆成一长溜，等着早田公司的收菜员来过秤。见

到方向明，村民们围了上来，热情地打招呼。

上门村党支部书记傅钦辉介绍，上门村有150户

470人，如今留守在村里的约120人，平均年龄65岁左

右。他们在家没什么收入，唯一的“本领”是种菜。以

前，村民卖菜要跑到45公里外的柯城区农贸城，山高

路远，来回起码要一天，很费工夫，所以种菜的人不

多。2016年，方向明发动村里人种菜，慢慢地种菜的

人多起来。

“这都是早上刚摘的。”63岁的村民雷世樊，当天

采摘了青菜、大蒜、葱等，分3次挑到小卖部门口。雷

世樊是低保户、体弱多病，他妻子也有残疾，行动不

便。“今年种菜已有2万多元收入。”雷世樊说，这得感

谢方向明。

方向明介绍，刚开始他提出让上门村农户种菜，一

些人也有顾虑。为让他们吃下定心丸，种菜前，他就与

农户签约，每户先发3000元预付款。经过几年发展，

上门村的签约户从6户变成了43户。村民们介绍，在

蔬菜销售旺季，早田公司的货车，每周一和周四都会来

村里拉菜。

“雷邦柳：青菜75斤，大蒜叶40斤；琴巧：胡萝卜30

斤、葱20斤……”笔者看到，现场的蔬菜有十来种，每

个人的账目都被记得一清二楚。不一会儿，货车装走

了16筐共五六百斤青菜，还有几百斤的大蒜、葱等。

“像现在这个时候，来一次青菜就能收四五十筐。”

方向明说，这些菜，一部分通过线下订单，配送到一些

单位、公司的食堂；还有一部分通过“叮咚买菜”等网络

平台卖到杭州、台州、上海等地。“农家菜，吃起来比大

棚蔬菜更加原汁原味。”

“去年，带动农户卖了1600万元农家菜。”方向明

说。

从来料加工到“跨界”做农业，20多年来，方向明

与农民“相亲相爱”的故事，被媒体广为报道。两年

前，方向明灵机一动，将相关报道收集起来，在公司

楼上做了一个“农民的故事”展馆。

“没有方向明，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展

示墙上，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说这话的人是柯城区上彭川村村民方焕森。他自幼

家贫，兄弟姐妹众多，到了快 30 岁还没娶妻。1999

年，他跟着方向明做来料加工后，不仅娶了妻，还花

60万元建了新楼房。这几年，他又跟着方向明种菜，

年收入达20余万元。

上门村经纪人邵土英，跟着方向明干来料加工

已有23年，如今也“转行”种起了菜。

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这几年，方向明的来料

加工业务量有所下降，但他通过卖农家菜，让千余农

户每年人均增收三四千元。

“做农业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不能只看眼

前。”方向明认为，前几年，他还专程到韩国学习现代

农业，发现韩国本土农特产品大多比进口产品贵。

“衢州有绿水青山，生态农业肯定有前途。”方向明

说，想更上一层楼，不仅要卖产品，以后更要卖生态。

为更好地推广农家菜，方向明在衢州市区开设

“百桔园农庄”和“衢州故事”餐饮体验中心，吸引了

一大波人气。这几天，他又在为引进杭州一个知名

直播团队忙碌着。他愿意为直播团队免费提供办公

场所，但有一个要求：教会早田公司的员工直播卖

菜。 钱关键 郑晨

除了上门村，在七里乡的少林坞村、治岭村，九华

乡上彭川村，双桥乡高田村等地，都有方向明的签约农

户。目前，和方向明签约的农户已有千余户。

蔬菜的品质能保证吗？农户会不会马虎对待？对

此，方向明的回答是：“不会。”

方向明说，他和农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况且，

他们对蔬菜品质也是层层严格把关。接着，他介绍起

了他的“四定”模式——“产前定心、田头定标、产品定

质、市场定量”。一方面，因为坚持高品质，他的菜在市

场上很抢手，比同类蔬菜的售价常常能高出30%。另

一方面，对农户的收购价也比市场均价高。

“除了生产前有预付款，在中间环节，我们在每个

村都设了一名经纪人，统一管理农户生产，落实统一标

准，监督检查种植、施肥等情况。”方向明说，农村是熟

人社会，经纪人又非常了解村里的情况，再加上严格检

测，很难出纰漏。

方向明1995年涉足来料加工，高峰期，整个衢州

有4000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帮他赶货。经过20多年走

村串户，方向明带动了一批人增收，也培养了一批农村

经纪人。正是这批“追随者”，让方向明有了“跨界”搞

农业，创办早田公司的底气。

因为对蔬菜品质严格把关，2016年，早田公司成

为G20杭州峰会的食材供应商。这一年，他开始直接

和农户对接。高田村、少林坞村、治岭村……有的村海

拔高，有的村近水源；有的适合种茄子、黄瓜，有的适合

种水稻、番薯。就这样，5年多时间，方向明将山区不

少零星地块，像珍珠一样一颗颗串起来，搭建起一个服

务城市消费者的平台。

为了提高农民的产量，方向明还在大山深处建立

了300亩蔬菜示范实验基地，经常派专家向农户传授

新的种植技术，帮助农户选育优良种子。

以心换心，方向明的热忱服务，换来了农户的鼎

力支持。去年 8 月，方向明接到一个客户电话：急需

农家土豆。此时并不是土豆收获的季节，但了解这

个情况后，上门村 10 多户农户一下子凑出近千斤土

豆。

“有些土豆原本是农户留给自己吃的，现在都卖给

了我。”说起这些，方向明很感动。

深入山村“淘”好菜

以心换心感动多

卖菜还要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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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不种菜却专卖精品菜，以后还要卖生态
每天上午九十点钟，是衢州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选配仓库最忙碌的时候。只见一辆辆满载刚收割的农家菜的厢式货

车，从这里鱼贯而入，经过10余名员工认真地检测、拣选、分装，农家菜被快速发往杭州、台州、上海等地，成为千家万户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

有空没空，方向明就会到仓库转一转，看看菜的成色。作为早田公司董事长、一个“有点不一样的农民”，方向明说话洪

亮、条理清晰、自带气场。从来料加工到“跨界”做农业，20多年来，他坚持和农民交朋友，以市场经济意识、标准化理念带动

山区发展，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日前，笔者来到三门县花桥镇舒岐村的岭坑家庭

农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茂盛的“满头红”橘树，树上挂

满了红彤彤的柑橘，把树枝都压弯了。基地里停着3辆

前来收购的货车，20多个村民正在采摘“满头红”，一派

丰收繁忙的景象。农场主舒立雨欣喜地告诉笔者：

“2021年，我种植的‘满头红’获得大丰收，品质好，价格

不贵，供不应求。”

承包荒地种柑橘

舒岐村地处山区，人多地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经商。2013年10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舒立雨看到

村里的山地荒芜了，觉得很可惜，便将70多亩荒地流转

过来，开发后种植水果。

种什么水果呢？舒立雨举棋不定。2013年11月，

他到衢州市柑橘良种繁育基地、省柑橘研究所种植基

地参观考察。水果专家建议他种植“满头红”。因为这

个品种耐寒性较强，产量高，果实扁圆形，果皮脆薄光

滑，皮色朱红，果肉细嫩化渣，口感酸甜，品质优，而他

流转的山地土质好，适合种植“满头红”，且这个品种在

三门还没有人种。

于是，舒立雨决定种植“满头红”，他把荒芜的山地

进行整理改造，建成水果种植基地。2015年3月，他从

衢州引进 2000 多株“满头红”树苗，种在 30 多亩荒地

上，并成立了三门县岭坑家庭农场。

经过精心管理，2018年“满头红”开始挂果，2019年

投产，亩产量达3000多公斤，总产量9万多公斤，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接着，舒立雨一边种植、一边开发余

下的荒地，除30多亩“满头红”外，又先后种植了40多

亩“早熟宫川”“红美人”、绿茶。

精心管理出效益

在种植中，舒立雨注重精心管理，做好剪枝、施肥、

疏花、疏果、病虫预防等工作。并按照国家无公害农产

品操作规程和要求，施农家肥，采用低毒低残留农药，

确保农产品安全。

精心管理出效益。舒立雨欣喜地说：“2021年我种

植的‘满头红’获得大丰收，平均亩产量4000多公斤，比

2020年增加500多公斤，总产量12万公斤，总产值超48

万元。”近40亩“早熟宫川”2021年也获得大丰收，平均亩

产量5000多公斤，总产量20余万公斤，产值超80万元。

舒立雨说：“别人种的柑橘基本上在9月份上市，我

种的‘满头红’要到12月初才上市，可以采摘到次年1

月底，既填补了市场空缺，又适合采摘游，卖个好价

钱。”

2021年，舒立雨专门成立了销售团队，与三门电商

合作，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满头红”。“来购买的很多是

以前的老客商。”

带领村民共致富

这几年，舒立雨种植水果赚了一些钱，富了起来。

但他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我要

带领村民一起走上致富的道路。”

“我整地、除草、施肥、打农药、采摘柑橘和茶叶等

农活都是雇佣村里的村民，如打农药每天350元，让他

们在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舒立雨说。这几年，部分

村民看到他种植水果收入较好，也返乡种植“满头红”

“红美人”等柑橘，他就无偿给予技术指导，帮助解决难

题。

“2022年，我准备将‘满头红’‘早熟宫川’移植在一

起，分片种植，方便管理和采摘。”舒立雨信心满满地

说，“同时，我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提高水果品质，

打响产品品牌。” 朱曙光

舒立雨：荒地里种出“共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