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师 范爱平“山回路转又一村”

上岭 夫妻俩“偏向虎山行”

当年上半年，范爱平带着妻子、

表弟，雇佣了二三十个当地村民，开

着推土机，开始平整荒山。这里离

家四五十公里，前半年，岭上没有棚

屋，他每天早出晚归。一遇下雨天，

只能在岭上的一座小庙内避雨。

开始，他手头有些积蓄，可以

大张旗鼓地整地、种树、栽花，渐渐

地，古德岭成了扔钱的“无底洞“，

资金紧张时，一度只留下夫妻俩劳

作。

“最困难时，买米买油的钱都没

了。”范爱平说，放着城里好好的日

子不过，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过苦

日子，妻子周国庆有时也难免埋怨

他。

由于对农业不熟悉，范爱平开

始走了不少弯路。

2013 年，他先种了 2000 株李

子、380 株杨梅、5000 多株板栗，李

子是舟山有名的金塘李子，杨梅是

著名的舟山晚稻杨梅，板栗苗则是

从老家转运过来的。

事实表明，这几个品种有的产

出慢，有的市场价值不高。而且因

为古德岭处风口，尤其是李花开时，

花蕾很容易被吹落，导致挂果稀

少。2016年，范爱平在与附近一位

果农交谈时，了解到他种了一些桃

子，并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给予指导。这位老师傅说，古德岭

上开发农业如果想成功，要么是自

己资金实力强，要么是政府给予相

当力度的支持，否则不出三年只能

草草收场。

一语中的，为了筹措资金，2016

年范爱平卖掉了一套房子，2019年

他不得不卖掉另外一套房子。“卖第

二套房子时，我们两夫妻都是流着

眼泪的。”范爱平说，原来妻子偶尔

住在古德岭，自此就只能住在古德

岭了。由于两夫妻都住在了岭上，

家里孩子没人管，一段时间，孩子学

习成绩下降得厉害，最后只考了个

大专院校。

转型 店老板“悠然见南山”

为早日摆脱困境，范爱平求果

农帮他引见那位老师傅。老师傅年

过七旬，是定海盐仓人，一辈子从事

果树种植。他热心相助，建议范爱平

种植桃树、橘树，因为这两种果树不

但成长周期短，而且容易打开销路。

老师傅还把自己掌握的一种从日本

引进的桃树苗推荐给范爱平。

2017年，范爱平砍掉了部分李

子树和板栗树，各种了5000多株桃

树、橘树。浇水、施肥、修枝，筑堤、

修路、凿井，走过一段弯路的范爱

平，重新燃起希望，在古德岭上挥洒

辛勤的汗水。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8

月中旬，台风“温比亚“穿越舟山群

岛，一阵狂风暴雨，古德岭上的果树

全部被台风吹倒，山上一片狼藉。

范爱平一下子懵了，他擦干眼

泪，迅速召集 30 多个民工奋力抢

救。他们踏着泥泞的坡坎，夜以继

日，把上万株歪歪倒倒的果树一一

扶正、修剪，前后花了半个多月时

间。“台风过后气温高，人在劳作时

汗如雨下，有时闷得喘不过气来。”

他回忆说，这一场灾害损失了三分

之一果树。

为增强抗风险能力，这几年，范

爱平还在果园内套种了花生、地瓜、

黄豆、药材等，养起了林地鸡、舟山

燕鹅，最近还计划种植中草药。现

在，用于抗风的上万株银杏树也成

长起来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盛夏时节，站在古德岭上，听

夏蝉鸣叫，闻花草香味，看果实累

累。眼下，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白里

透红的桃子夺人眼球。“2019 年开

始，林地陆续有了经济收益，今年预

计能收入二十来万元。”“古德岭”牌

桃子在定海区夏季精品水果展销会

评比中屡屡获奖。

对于范爱平来说，目前还不能

说苦尽甘来，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

情还有很多，最近他申报了林地改

造提升项目，建设蓄水池、保鲜库、

一体化灌溉系统，拓建主干道。“努

力下去还是会有结果的。”他深有感

触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

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一步，范爱平设想把这里打

造成“田园综合体”，逐步形成包括

农业、休闲、产品深加工及产业融合

发展等新业态。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就

那么短短的一瞬，但就个人生命而

言，是长长的一段。范爱平，用十年

时间，逐步筑起了自己的田园梦，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持续努力着。

从荒山野岭到花果飘香，古德

岭的青山绿意，承载着一名老兵的

本色，也见证了退役军人的风采。

林上军

古德岭，海拔近百米，位于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与马岙街道交界处。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野岭，杂草长得高人一头；十年后，这里成片的果林郁郁葱葱，杨梅、桃子、李子、橘子、板栗、银杏等，随着

季节的更替随时采摘，更有番薯、花生、药材、鸡鹅、蜜蜂种养业，这里俨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这一切变化来自于退役军人范爱平的十年坚守。

近段时间，范爱平每天早早起

床，先到番薯地里梳理植物茎蔓，然

后走进鹅棚打开门，把鹅放出来，接

着又与一位雇佣的当地老农一起摘

桃子……

“这两年开始有收获了，刚来

时，这里是一片荒山。”范爱平谈起

这十年的艰辛，禁不住感慨万千。

1972年出生在湖北荆门的他，

于1990年3月到舟山普陀山岛上当

兵，2002 年 4 月从宁波转业回原

籍。当兵期间，他曾获得三等功、优

秀士兵等荣誉。退役后，跟着朋友

一起在宁波搞建筑施工，由于悟性

高、肯吃苦，他很快成为当地一家建

筑装饰公司的项目施工负责人。

2005年10月，他回到舟山开起

了装潢材料店，主推一些建筑新材

料等，8 年时间他用积蓄在舟山新

城买了两套房子、一辆车子。正顺

风顺水做着生意的范爱平，却萌发

了搞小规模田园经营的念头。

“一直在舟山本岛一些村落转，

开始找不到合适的土地，直到2013

年初，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古德

岭，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于是就

向当地的庙桥村流转了 120 亩山

地，签订了 30 年流转合同。”他介

绍，因为精力有限，他索性把建筑材

料店关了，一心一意搞农业开发。

荒废了40年的乡村老宅，为何

能焕发生机？近日，笔者走进衢州

市衢江区莲花镇涧峰村，见到了老

宅的新主人、“90后”创业青年姜路。

涧峰村是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利用重点村，完整保留了100多栋

明清风貌的古建筑。2018 年，一次

偶然机会，姜路到莲花镇体验葡萄

采摘游时，游览了涧峰村。“走在古

村的石板路上，唤起了我的童年回

忆。”姜路说，他决定放弃杭州的互

联网工作，改行到涧峰村经营民宿，

重塑“乡愁”。

姜路看中了村庄正中央的一栋

徽派老宅，这座老宅始建于1906年，

占地90平方米左右。从老宅改建之

初起，思维活跃的姜路把每天的改

建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到抖音上，很

快就吸引了3万粉丝。“老宅怎么建，

希望是网友说了算。”姜路干脆在抖

音上发起“思想众筹”。例如，老宅

外边的地台沙发是辽宁丹东的网友

建议的；老宅天井改为休闲公共空

间，是温州的网友建议的……

集思广益后，姜路设计出了大

家心中的“新宅”：屋前，有时尚独特

的网红水池；屋内，有古色古香的天

井楼阁，既保留了原始建筑的风格，

又别具西式的美感。许多网友成为

光顾老宅的第一批客人。

看到了老宅承载的回忆，姜路

又将目光投向村里其他闲置老宅，

脱胎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民公社就

成了改造对象。2020年，他向村“两委”提议，将这

个极具时代感的场所改建为“时空舱”，并向周边村

庄征集旧物，一时间收到了上千件老物件，包括旧

照片、旧电视机、旧皮包、旧家居等等。

姜路利用这些旧物打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乡村生活场景，走进后仿佛“时空穿越”，唤起人

们心中久远的记忆。他还别出心裁地在“时空舱”

安排了两处入口，分别是“舍得”和“舍不得”。从

“舍不得”入口进去看到的旧物都不可卖。一位村

民得知后，将自家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希望放

进“时空舱”，那是家里收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版土地证；另外一位 80 多岁村民，是一个有 6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将自己在 1998 年手工制作

的绘有“人民大会堂”浮雕图案的糖果盒放进了

“时空舱”。

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体验“乡

愁”。更有不少游客聚集了家族几代人到“时空舱”

来拍全家福，定格记忆。

“乡村的发展需要新鲜血液，但更需要原住民

的参与。”一心想实现人、村、产业互通的姜路创新

地提出了“共享餐厅”的经营模式，即筛选一批厨艺

精湛的村民作为老宅民宿的合作伙伴，由他们负责

住客的饮食。“住客提前通过小程序下单点菜，村民

各自烹饪后端至民宿餐厅。食材都由村民们准备，

菜金也都归村民们所有。”姜路说，每个人只做自己

的拿手菜，一桌子菜可由10多位不同的村民共同完

成。据了解，“共享餐厅”带动全村10多位村民人均

年增收2万余元。

去年，村里整合整村资源，串联起姜路的老宅

民宿、“时空舱”、徐氏大宗祠、古戏台等，打造古村

落研学基地。76岁的村民王爱英现场教孩子们剪

窗花，一次就卖出100多把小剪刀；72岁的老篾匠余

建忠现场用竹片编制的小动物，也被游人抢购一

空。去年，涧峰村接待研学游的小学生6000多名，

直接为村集体增收5万余元。

“拯救老宅，不仅是在保护传统民居的‘形’，更

重要的是守护乡土文化的根脉与灵魂，守住游子心

中最深处的那片乡愁。”姜路说，涧峰村有100多栋

青瓦老屋，希望接下来能更多地参与到村庄老宅重

振当中，通过老宅重振带动乡村文旅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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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岭，从荒山野岭到花果飘香
——退役军人范爱平的十年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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