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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田园综合体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近3000万元

林福荣：化“金点子”为村民增收“金钥匙”

先用铅笔在墙上画出面部轮廓，再

用蓝色、绿色的颜料画出蓝天和禾苗，用

滚筒快速抹开……近日，在抖音短视频

平台，一条以“国士无双”为主题的乡村

墙绘视频收到近百万点赞。

创作者杨军昌是新昌县回山镇农

民，学过美术，做过木工、电工、泥工，如

今则是网红达人，拥有483.5万粉丝，其中

有不少粉丝想拜他为师，学墙绘、拍视

频。

一个普通农民如何成就网红？身份

的转变，给他带来了什么？近日，笔者来

到新昌县澄潭街道宋家村杨军昌家，近

距离了解这位农创客。

才艺有了用武之地

“等一下，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对，再

来一遍。”中午11时，在新昌县澄潭街道

宋家村的华兴桑叶合作社，杨军昌和妻

子宋兰英以及2个小伙子正在拍视频。

杨军昌，170 厘米的个头，一只手插

进裤兜里，侧身站立，一边说着台词，一

边琢磨着动作是否到位。一句话的台

词，反复拍摄了好几遍。

“我自编自导自演。”杨军昌自信地

说，只要肯钻研，没有弄不明白的。

5 年前，杨军昌开始学拍视频，并试

着在网上卖水果，但视频没有吸引住粉

丝，根本没销量。杨军昌反复琢磨，觉得

唯一的办法是提高视频质量。他就地取

材作画、做木工，并把这个过程拍下来，

剪辑后再配上《稻香》《他会魔法吧》等网

络热门歌曲。视频上传平台后，果然收

获了好评，人气渐渐旺起来。后来，杨军

昌的视频作品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他

拍的乡村视频，淳朴自然又十分诙谐幽

默，深受年轻人喜爱。

“他这个人，就是爱钻研。”在宋兰英

眼中，丈夫就是个能人，无论什么，一学

就会。

“这些年，我慢慢琢磨出来了。在农

村，拍越真实的、接地气的乡村生活，人

家越爱看。那些假的、瞎编的视频则长

久不了。”杨军昌说。

“我就是来这儿学技术的。”旁边一

个小伙子说，他叫宗吉瑞，在抖音平台上

认识杨军昌后，便从云南昭通过来拜师

学艺。

致富路上不忘乡邻

因为拍摄的农村生活短视频足够真

实、不做作，画的墙绘又出彩、有新意，杨

军昌成了网红达人，一些广告商也找上

门来。

“以前和现在可没法比。”杨军昌说，

因为名气大了，不少村都找他去画墙

绘。他还经常开展公益直播，帮忙推销

当地的茶叶、年糕等特色农产品。

澄潭街道一家茶厂负责人张黎是杨

军昌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人气越来越

旺，也带动了茶农增收。”张黎说，前几

年，一场直播带动的销售额约2万元，现

在攀升到20万元，是以前的10倍。

眼下，杨军昌注册的抖音账号“橱

窗”里，有新昌年糕、塔牌绍兴酒、大佛龙

井茶等多种当地特产，销量都不错。“新

昌本地还有很多农产品因为运费高，销

不出去。”杨军昌期望有关部门能帮忙降

低特色农产品的运费，让当地农产品卖

得更火。

直播带货，不仅造就了杨军昌，也

给当地乡村旅游带来了人气。“以前来

宋家村的人很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地方。现在不得了了，媒体一拨一拨来

采访，让我们这个小山村也‘火’了起

来。”宋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张超平说，杨

军昌在村里的蓝莓基地画了几幅画后，

许多粉丝慕名而来看画、买蓝莓。“下一

步，我们村里也要好好策划，如何借助

他的人气来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张

超平说。

说起未来的打算，杨军昌直言想办

个拍视频的培训班，“因为这是我想干的

事，我想把它做好，让更多人像我一样

‘火’起来。”

侯嫣

他，原本有一份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却主动放弃，选择做一名农创客，创建了温州首个田园综合体创意园——九城印象

田园综合体创意园。他，就是温州九城印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林福荣。在乡村振兴的

大舞台中，林福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新坐标，为更多农村创业青年搭建平台，让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返乡创业深耕田园

“好好的办公室不坐，为啥要回到乡

下务农？”这是林福荣辞职以来被问过最

多的问题。看着大棚内的累累硕果和日

渐完善的配套设施，更加坚定了林福荣在

乡村大干一番的信心和决心。

来自平阳的“80后”林福荣，曾是深圳

一家企业高管，出入高档写字楼，拿着高

薪。

2016 年 12 月，在外发展的林福荣毅

然放弃高薪，回归农业。对此，林福荣说

自己有着浓郁的乡村情结，他的人生梦想

就是面朝田野，春暖花开，喝着咖啡，看着

自己的一个个点子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

富的好项目。

如今，梦想正一步步照进现实。回到

家乡的林福荣，在城乡接合区域——平阳

城东新区建设田园综合体，一个让市民假

日放松的好去处。

田园综合体能做什么？如何让老百

姓流连忘返，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深圳文

化创意与培训行业打拼多年的林福荣，经

过多方考察后，决定不走寻常路，设置了

新的运营方式。他将九城印象的运营实

行投资权与经营权分开，在基础的农业板

块，开展果蔬、苗木的种植配送，开办青少

年体验式田园教育、亲子互动活动等，并

引入契合的投资创意项目，形成利益共同

体，实现产业合作联盟。

休闲旅游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是该

园区的一大特色。通过打造集绿色农产

品种植、有机食品加工销售、水果采摘等

服务于一体的高端果蔬种植基地，

九城印象田园综合体创意园帮助当

地提高了旅游服务，增加了农民收

入。目前，该园区已形成150亩的水果

基地，有桑葚、红心柚、“红美人”等水果，

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采摘。

此外，通过孵化创业型项目的功能，

该园区还有占地 50 亩的赛鸽驯化基地，

年可孵化3000羽高品质赛鸽；占地50亩

的蚯蚓养殖基地，可年产 8000 吨精品蚯

蚓、1.5万吨蚯蚓肥；占地200亩的花卉苗

圃基地，有 1000 余个品种……这些项目

依托基地已形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

园区还将重点打造科技农业项目，联

合平阳县40余个蔬菜大户基地，以“订单

农业”的方式带动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发

展，实行育农“1314”模式，建设集农产品

分拣、净菜生产流水线、全自动气调包装、

检测中心、冷链储运于一体的农产品初加

工中心。

独树一帜的经营理念，彰显着林福荣

多年打拼沉淀下来的眼界和市场意识。

延伸链条同奔共富

感受田园自然风光、体验亲手采摘乐

趣、品尝新鲜时令果蔬，如今的九城印象

正成为附近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作为平阳当地农创客队伍里的“领头

雁”，林福荣坦言创业无止境，希望通过项

目运营，把农村土地的价值提升起来，让

更多农民富起来。

九城印象不失时机办起了平阳县红

桥汇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是一家集绿

色农产品种植、有机食品加工销售、水果

采摘等服务于一体的高端果蔬种植基

地。项目负责人缪茂程说，基地并不是坐

等客户上门，而是通过活动策划、直播和

客户引流，让主推的水果采摘和农家乐十

分火爆，大大提升了九城印象的影响力。

“采摘游”不仅为游客提供出游好去

处，其产生的效益更让农户欢欣鼓舞。该

创意园实现年产值 3000 万元，累计助农

增收30%以上。推动当地农户就业80余

人，临时用工 800 余人，带动农户创收

2700万元。

“做农业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时刻

盯牢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方能越

办越好。”在做大做强现有农业产业链的

同时，林福荣还热心于创业青年的共同进

步与成长。近年来，越来越多有知识、有

才华的青年人返乡创业，用新的营销手

法、生产模式让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悄然发生变化。他在担任温州大学瓯江

学院创业导师时，除了言传身教外，还为

大学生返乡创业排忧解难。他还以校企

合作项目的方式，打造大学生返乡创业孵

化基地，形成农村创业青年聚集地。

林福荣称自己是幸运的，他通过建设

田园综合体创意园，不仅找到了人生新坐

标，还帮助当地农民实现了增收，助力更

多农村青年实现创业梦想。他希望未来

能为家乡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李中 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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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昌：用短视频打开农村发展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