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浒溪线往上，行至山腰处，可见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东山村。这里视野

开阔，见远山、眺村镇，是留给很多人的

第一印象。

“花庭·东山上”民宿就坐落于此。

如果不是有心前来，这个由主理人徐小

风一手打理的花园并不引人注目，很容

易让人错过花季。

对于徐小风来说，与其说是在这里

经营民宿，不如说是回家。“我的外婆家

就在这里，6岁前，我在这里长大。”徐小

风说。

2019年的一天，徐小风回外婆家时，

发现邻居的住房正要转手，就盘了下

来。拆除、修整、添置装饰，花了一年多

的时间，“花庭·东山上”民宿的10间客房

终于落成。

之后，徐小风又对民宿进行微改造、

精提升，在游泳池边搭起了一个法式风

格的前台接待房间，还在花园里种上雏

菊、红枫等花木。

“春天有玉兰，夏天有绣球，秋天摘

柿子，冬天看飞雪，再加上一年四季随机

出现的日出日落和云海，总有好风景。”

她说。

除了有自然天成的风光，依托“千万

工程”为乡村带来的活力，东山村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整修了1500米长的道路，

改造了路灯，重铺了环村石板路，民宿发

展有了“硬件”支撑。

“花庭·东山上”凭着住客们口口相

传，很快就成了别人口中的“宝藏民宿”，

每间房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却依然走

俏。

“最近有一对客人入住，本来只住一

天，但后来又多住了两天，因为喜欢这里

的安静氛围，适合放松。”徐小风说，“客

人说他们不需要那么多打卡点，民宿就

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种对于“松弛感”的追求，正在成

为一种出游趋势。从生活中出逃，又在

另一个地方回归生活。

然而，从乡村发展来看，仅凭“花庭·

东山上”这个精品民宿作为招牌，虽然能

吸引客流，引来商业拍摄团队在此取景，

但终究力量有限。

“我们要打造聚集区，并且和周边的

资源串联起来。”东山村书记徐佩伦说，

热闹和繁华不是定位，坐落在雪窦山风

景区中轴线上的村子，“安静”“休养”才

是关键词，也对应市场需求。

“冬天住在这里可以去商量岗，雪窦

寺离这里也不远，周边还有3条古道。”徐

小风说，游客来了，他们还会组织观看露

天电影、制作手工农副产品。

“我们会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打造

露营基地、景观平台并开展美化亮灯工

程。”徐佩伦说，他们还成立了“花开东

山”农文旅融合式共富工坊，盘活村里的

闲置农房，引入社会资本，带动村民增

收。

随着更多业态的引进，东山村会迎

来更多游客，焕发新颜的乡村将和纷至

沓来的人群一道，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

线。 苟雯 李安琪

徐小风：
在东山上打造了
一家花园民宿

台风刮走黄鱼 小伙带回海参

这个小伙名叫林书强，父辈

早先从事黄鱼养殖。林书强家不

说大富大贵，也算是衣食无忧，可

是在 2006 年，台风“桑美”来袭，

一下子就把养殖的黄鱼全部卷走

了。那次台风给他家带来经济损

失约200万元，“父亲20多年的辛

苦积蓄，被那一场台风全部刮没

了”。

“当时我跟父亲提出是不是

可以尝试改养海参？”林书强说，

一方面，养殖海参相比养殖黄鱼

最大的优势是，海参养殖期完美

地避开了台风季；另一方面，在同

样大小的海域，海参的养殖数量

要比黄鱼多，产量高。但对于当

时的林书强家来说，这完全是摸

着石头过河。

2008年，林书强从大连引进

海参苗进行养殖，当年活海参市

场收购价高达 300 多元一公斤，

林书强一家尝到了养殖海参的甜

头。于是，当地几户人家也跟着

一起养起了海参。虽说海参售价

高，但养殖成本高、投入大，市场

价格波动也大。第二年，海参价

格受到市场冲击，一下子下滑了

近半，当地一些养殖海参的农户

选择了退出，但林书强家仍然坚

持。

摸索养殖方法 避开价格波动

在经历了“滑铁卢”之后，林

书强和家人一方面结合苍南海域

情况摸索适合的海参养殖方法；

一方面根据市场价格波动，想办

法让海参躲过低价时间段再销

售。

之后几年，从做记录、进行数

据分析，到摸索出最佳引苗时间，

林书强根据当地海域情况，结合

父亲多年的海域养殖经验，加上

自己对海参养殖知识的学习，逐

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在霞关港海域

养殖海参的方法。

“大连那边养殖海参是圈养，

就是围出一片海域，把海参苗放

进去。但我们这边不适合，我们

的养殖方式叫‘活水筏式吊笼’，

就是把海参苗放进笼子里，再把

笼子吊在自然海域里养。”林书强

介绍说，这种养殖方法可以最大

程度地模拟原生态海参生存环

境，让笼子里的海参生活在流动

的海水中，同时又能有效减少海

参的含沙量。

除了摸索养殖方法，林书强

还开始对海参进行简单加工。由

于海水温度的关系，在霞关海域

养殖海参需要在 10 月到 11 月下

苗，到次年4月才能收获，虽说这

个时间段完美地避开了台风季，

但 4 月收成时，往往是海参市场

价格最低的时候。“在市场价格最

低的时候卖，肯定吃亏，我就想着

对海参进行初加工。”为此，他购

置了净水、水煮、烘干、冷藏等方

面的设备，把养殖的海参加工成

干参或者半干参，这样存放时间

久，可以保存到下半年海参价格

上来时再销售。

王朝军是霞关人，和林书强

一样，父辈以养殖黄鱼为生。在

林书强家改养海参后，王朝军家

也跟着一起养起了海参。2014

年，林书强便和这些养海参的家

庭联合成立了苍南县天瑞生态养

殖专业合作社，开始抱团养殖销

售海参。

王朝军说，以前养黄鱼，平均

一年销售额几百万元，但台风一

来就有倾家荡产的危险。大家抱

团一起养海参之后，特别是把海

参加工成干参、半干参之后，虽说

市场收购价格的波动以及其他各

方面的原因，会对收入带来影响，

但跟养黄鱼比，可以说是“富贵稳

中求”了。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林书强

的事业也不时受到冲击。2016

年，林书强发现，自己养殖的海参

遇到了销售瓶颈。为此，他另辟

蹊径，转攻市区各大农贸市场。

他找到农贸市场的商家，不收商

家的货款，把海参放在商家店里

寄售，让商家成为他的配送点，提

供生鲜海参配送服务。

林书强说，近年来，海参市场

波动较大，如果是单一的养殖海

参，效益不高，还得靠销售带动养

殖。为此，他注册了“霞关港”海

参商标，以优质产品打造好口碑。

目前，林书强的海参养殖做

得有声有色，养殖数量也是当地

最多的一家。他的养殖场有 20

来名工人，都是当地的老渔民，平

均年龄超过 65 岁。“他们岁数大

了，出海太辛苦，也吃不消了，我

就把他们请过来帮忙，也算是解

决剩余劳动力。”每年海参收获

时节，林书强还要请 100 多人来

帮忙处理海参，而这些人都是当

地的留守老人和妇女。

“相同海域，养海参比养黄鱼

产值更高。”林书强表示，如今养

殖效益相对比较稳定了，接下来

他的工作重心就是打响“霞关港”

这个海参品牌，带动当地人共同

致富。 蔡挺

成立专业合作社 产销互助奔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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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强林书强：：
让小海参撑起共富产业链让小海参撑起共富产业链

在苍南县霞关镇有这么一个小伙，他把北方的海参带到老家，在霞关海域养起了海参。在他的带动下，当

地一些渔民也将原本的黄鱼养殖改养海参，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改养海参的渔民王朝军说：“跟养黄鱼相

比，养海参的好处是可以避开台风，收益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