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燕峰领着笔者往山上走，在半

山腰遇到了村民徐志恩，他正忙着给

果树修枝整形。“老徐，修剪时要注意

去高留低，去密留稀……”傅燕峰提

醒他。

看起来是个农业“老把式”的傅

燕峰，其实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

回村后，他深知要在群众中发挥好带

头作用，于是在田间地头边学边做，

从育苗、施肥再到打药，不懂的就上

网查、找人问，渐渐地成了行家。“怎

么种好、种什么品种好，傅书记都会

介绍。”徐志恩说。

在小关岙村，屋前屋后遍植果

树，尤以枇杷为多。每逢暮春时节，

枇杷挂果，成片的金黄就会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傅燕峰由此想到：能否探

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村里筹资180

万元，开垦了18亩山地，种下了1000

余株桃树、蓝莓、橘树等，还放养了

500多只鸡。“农业生产的废弃茎叶养

鸡，鸡粪当肥料，这样就建立了循环

模式，可以实现绿色种养‘双丰收’。”

傅燕峰说，去年底小关岙村的放养鸡

投放市场后，为村集体带来了 10 万

元的收入。

2021年，小关岙村集体经济收入

首次突破 40 万元，村民发展集体经

济的劲头更足了。今年，傅燕峰计划

扩大种养规模，让专业户承包种果

树、养鸡，再由村里提供销售渠道，促

进农户和村集体双增收。汪小豹计

划加入其中，他想多养点鸡，预计年

底能多赚两三万元。“村里把方方面

面都想到了，我只要安心干活就行。

集体经济好起来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也会提高。”

“应该把村庄进行系统规划，打

造成乡村游景点。”傅燕峰为此作出

了长远考虑，他坦言，目前有的农户

田垄整齐划一，有的则是东一块萝卜

西一垄白菜，过于分散，可以整合在

一块。这阵子，他天天挨家挨户沟通

田地集中整合工作，刚出这家大棚又

进那家田地，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只有让百姓听明白了，理解了，我们

的工作才好开展。”傅燕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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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划打造乡村游景点

打开傅燕峰的微信朋友圈，就会发现他格外接地气：要么帮菜农吆喝、推销土特产，要么推介村里的新

活动新项目。“既能帮村民拓宽销售渠道，又能宣传家乡，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说着，傅燕峰黝黑的脸上，

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现年42岁的傅燕峰，是嵊泗县菜园镇小关岙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逐步把村里的生态优势变成

发展优势，走出了集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的海岛田园经济发展路径。

故园情深
回村当起“领头雁”

傅燕峰是土生土长的小关岙村

人，因为有一份深厚的田园情怀，

2017 年他辞去国企的工作，回到村

里。

藏在海岛深山中的小关岙村，

生态优美、风景秀丽，然而村集体经

济相对薄弱。拓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转换通道，小关岙村人一

直在努力，这也是傅燕峰任职的初

心。“看到别的村‘靠海吃海’发展那

么快那么好，我很想为村里干点实

事！”

小关岙村70%常住村民是65周

岁以上的老人，“80 后”傅燕峰的回

归，让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许建红很欣

喜。2018 年，村里正在搞特色农家

乐，发展乡村旅游，回村后担任党支

部委员的傅燕峰直言：“哪儿都有农

家乐，与众不同是关键。”

一腔热血的傅燕峰，请来昔日围

着家里转的渔嫂，让她们统一着装、

戴上厨师帽组成厨娘团。“游客来就

是想吃农家菜、特色菜，要拿出我们

有特色的东西招待客人。”

紫菜炒蛋、农家大扣肉、农家小

炒……一道道农家菜吸引了不少游

客，农家乐的接待量蹭蹭蹭往上涨。

实绩选人，2020年底，傅燕峰顺

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一米菜地”产出提高20倍

“这里是我们的‘一米菜地’，种

了玉米、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

傅燕峰领着笔者来到村里休闲广场

旁的大棚，只见棚内一大片土地被木

篱笆分割成一个个一米宽、10 余米

长的小块，每块地头前的木牌写着

“户主”的名字。

海岛土地资源少，是长期制约村

子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甫一上任，

傅燕峰就串东家走西家，了解村情民

情。随着摸底排查的深入，他发现村

里的 45 亩耕地一直闲置，这既降低

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也影响了村容

村貌。

生态优美的山村、充满生机的菜

地，这不正是游客向往的村庄生活

吗？一边是明显的需求，一边却是部

分资源闲置，傅燕峰深感惋惜。他

“脑洞大开”，尝试着利用闲置土地，

建起“一米菜地”，由单位或个人认领

种植，再请村民当代管员。

傅燕峰还当起了“推销员”，跑进

镇政府、团县委、学校等单位，逢人就

推介新项目。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一米菜地”一经推出便被认购一空，

成了大家眼中的“抢手货”。“这儿是

菜园镇认领的，那儿是菜园一小的，

再远一点是嵊泗县工商联定的……”

傅燕峰指着菜地，如数家珍。

让认领人近距离感受海岛田园

文化，傅燕峰花了不少心思。个人或

是团体与村里签订认领协议、缴纳认

领金后就可认领菜地，再由村里提供

种植所需的菜苗、农具、肥料等。村

里还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建起了微信

群，方便认领人及时了解作物长势。

“一米菜园”不光增添了风景，还

产出了高效益。小关岙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副社长徐挺介绍，如果这些地

流转出租，每亩年均收入在270元至

300元不等，现在每亩地每年的收入

可达8000元，提高了20多倍。此外，

村里串点成线布置菜地风光带，还建

成了农田观赏、水库垂钓、露天烧烤

等休闲体验项目。

说起蒋良珍，台州市黄岩区

北洋镇的乡亲们都钦佩不已。

从普通农妇到农村致富带头人，

蒋良珍用汗水和智慧展示了一

个新型农民的风采。

从零开始种茭白创业

1998年，25岁的蒋良珍嫁到

北洋镇官岙村。因为婆婆生病，

家里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

债，2000 年开始，蒋良珍和丈夫

谢 文 军 做 起 了 贩 卖 茭 白 的 生

意。“经常没日没夜地跑到丽水、

桐乡去收购茭白，再运到温州、

德清等地去销售，赚一点还一点

债。”蒋良珍回忆道，贩卖茭白很

辛苦，他们夫妻俩经常在货车上

过夜，这样的日子过了足足5年。

就这样，蒋良珍夫妻的茭白

贩卖生意越做越大。到2008年，

蒋良珍发现茭白开始供不应求，

便萌生了自己种茭白的想法。

“那时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外出种

瓜，大片农田都闲置了，我打算

租几亩地自己种茭白。”蒋良珍

说，还没开始种就遇到了困难，

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家里人也

劝我放弃，周围邻居还笑话我，

就你一个农村妇女还想创业致

富，简直是做梦。”

然而，倔强的蒋良珍依然坚

持自己的梦想，遇到问题迎难而

上。在成功筹集到 1 万元资金

后，蒋良珍一口气承包了80亩土

地，开始摸索“茭白产销一条龙”

的路子。

2008年11月，蒋良珍牵头成

立了台州市黄岩区官岙茭白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北洋清水茭

白”商标。合作社成立后的第3年，蒋良珍种植的

茭白就获得浙江农博会金奖，合作社也被评为省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如今蒋良珍在黄岩的茭白种植面积已扩大到

1700 亩，还在广东和贵州建起了 2000 多亩茭白

种植基地。在蒋良珍的带动下，周边几个乡镇的

农民也种起了茭白。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白手起家的蒋良珍非常理解农民渴望致富

的心情，也一直帮助周边的乡亲们致富。

王计富是蒋良珍的邻居，外出打工时脚部受

了伤，只好回家，一家人靠领低保金勉强度日。

蒋良珍对王计富说：“老王，你虽然干不了体力

活，但收割茭白这样的农活完全可以应付，如果

掌握了种植技术，再在自家田里种上几亩，一定

能增收。”在蒋良珍的关心帮助下，王计富先在合

作社的基地里边干边学，后来在自家承包田里种

茭白，现在全家一年收入有五六万元。

为了帮更多农户致富，蒋良珍还定期开展茭

白种植技术培训，亲自传授经验和技术。她还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引导周边农户

种植茭白。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蒋良珍每年都

要雇请贵州等外省及周边的农民来做工。贵州

藉员工周太华说：“我在蒋良珍合作社工作了七

八年，良珍待我们像亲人一样，每年给我们报销

两次回家的路费，员工们早已把合作社当作自己

的家了。”

凭借不懈的努力与辛勤的付出，蒋良珍获得

了众多荣誉。“黄岩区劳动模范”“黄岩区十佳女

能手”“黄岩区拔尖人才”“台州市乡村振兴巾帼

达人”“台州市劳动模范”“浙江省万名好党员”。

今年2月，蒋良珍当选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

“一人富不是富，共同富才是真的富。”蒋良

珍说，她正努力做好农业创业文章，带领更多的

农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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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燕峰：蹚出海岛田园共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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