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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起，每逢荷花盛开，王江泾镇

都会举办荷花节，打造了“运河水镇·荷美王

江泾”特色文化品牌。为进一步延伸莲藕产

业链，秀洲区把北部湿地旅游发展作为打造

“大景区”、建设“大花园”的重要内容，以运

河、湿地、生态、文化为特色，深入挖掘莲藕文

化，通过举办荷花节，加快农旅融合发展。每

年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使得荷花节成为当

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也使“运河水镇·荷

美王江泾”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围绕莲藕产业，通过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年度节庆盛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拓展了莲藕产业链。”王江泾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除了荷花节，近年来，借助莲藕深厚的

人文底蕴和独特的生态优势，秀洲区还打

造“莲·廉”文化公园，开展“咏莲颂廉”朗诵

比赛、“莲韵清廉”农民画大赛等一系列与

莲藕有关的文化活动，将莲藕文化元素串

珠成链，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

富玲燕

农旅融合促振兴

“这次又有1.2

万 只 鸡 苗 运 到 基

地。我们村可以认

领 2000 只，只要我

们 用 心 把 它 们 养

好，今年村集体经

济和村民们的收入

一定会有较大幅度

增长。”日前，在遂

昌县妙高街道七山

头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村干部们满怀

信心地商量着“小

鸡快跑”项目的运

行细节，下决心要

干出一番新业绩。

七山头村地处

山区，交通不便，近

年来村里年轻人大

量外流，导致村庄

发展缺乏动力，村

集体和村民增收之

路狭窄。如何带领

村民增收致富，加

快乡村振兴，成为

摆在村干部面前的

首 要 难 题 。 2022

年，七山头村抓住

“嘉兴南湖—遂昌

山 海 协 作 共 富 项

目”机遇，在村里建

设了 1.6 万余平方

米的“小鸡快跑”慈

善 共 富 养 殖 总 基

地，村庄因此迎来了发展新契机。

该项目不仅免费提供鸡苗和中草药

饲料，还以订单模式适时开展土鸡收购工

作，有效解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为给

项目保驾护航，七山头村还推行“党支部+

股份经济合作社+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模

式，建立了党员产业技能服务队，提供“线

上+线下”技术指导，并开展“建、育、种、

产、销”等一体化服务，极大提升了养殖效

益。

“我们饲养的小鸡是吃着高山果、喝

着山泉水长大的，鸡肉品质好，大家都笑

称它们是‘七山头云雾鸡’。去年，我们村

里只认领了1000只，就为村集体增收7.4

万元，并带动2户低收入农户就业。”七山

头村党支部书记张关良高兴地说，今年，

由于养殖效益好，村民热情高涨，于是扩

大了养殖规模，鸡苗认领数量翻了一番

多，预计可为村集体增收16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协作地区的

对接，精心养好每一批鸡苗，努力把高山

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加

速推进生态价值高效转化，真正让农民腰

包鼓起来、村集体经济强起来。”张关良表

示。 龚隆淼 欧阳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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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来到龙游县社阳乡青塘坞

村，见到村道两旁的梨树上挂满沉甸甸的

果子，梨树上还罩着一张“护果网”。村支

书、村委会主任劳新峰介绍，村民们种的黄

花梨皮薄核小、果肉洁白，吃起来汁多味

甜，品质非常好。眼下，正是黄花梨上市高

峰期，给梨树罩上“护果网”，可以防止飞鸟

啄食，减少损失。

“全村394户农户，其中种黄花梨的有

100多户，面积700余亩。”劳新峰说，上世纪

70年代，村民试种了首批180亩黄花梨，经

过多轮种苗优选优育，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效益也越来越好。几十年间，黄花梨从“试

种品”变成了“黄金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主要产业。2022年，青塘坞村黄花梨产值

达30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达3万元。

近年来，青塘坞村扎实推进乡村产业

振兴，成立了悠然果蔬合作社，打出“果冉”

品牌，形成“一村一品”的黄花梨产业发展

格局。同时，青塘坞村全力打好要素保障

“组合拳”，加快补齐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硬

设施”和“软实力”短板。

“村里的果树分布分散，以前村民用三

轮车运输黄花梨，路面颠簸容易造成破

损。”劳新峰说，村里筹集300万元资金，修

建了总长6000米的机耕路和排水渠。“路况

好了，生产效率提升，黄花梨的损耗率也从

30%降到3%。”

“三分耕耘，七分管护，种植黄花梨离

不开农业技术的支持。”社阳乡人武部长夏

银浩说，每年社阳乡都会邀请科技特派员

和省、市农业专家，来青塘坞村为村民培训

梨园管护技术，还不定期带村民去杭州富

阳、武义等地学习先进种梨技术。此外，村

里的种梨大户和新入门的村民结成技术共

享团队，共同管理梨园。

现在，青塘坞村不少村民成了种梨“土

专家”，54岁的村民刘福土便是其中之一。

30年前，刘福土开始学种梨，多年的累积，

使他成为村里人人夸赞的种植能手。“现在

我家种了10亩黄花梨，每年收入10万元左

右。”刘福土说。

劳新峰介绍，近年来，青塘坞村举办梨

花文化节、黄花梨采摘节，发展农家乐和休

闲旅游业。同时，积极开发梨干、梨酒等深

加工产品，借力龙游电商城，开通黄花梨线

上销售渠道，加大黄花梨市场开发力度，大

大拓宽了村民的致富路。

吴婧涵 罗意 鲍夏芳

万亩荷塘变风景 农旅融合促振兴

秀洲莲藕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到夏季，“中国田藕之乡”——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在碧水绿叶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丽动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近年来，秀洲区通过培育发展莲藕产业，融合农文旅，将全区万

亩荷塘打造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共富路”。

万亩荷塘迎客来

沿着王江泾镇莲泗荡大道，前往莲泗

荡风景区的路上，不时会“藕遇”一大片红

的、白的荷花，连绵不绝，竞相开放。碧绿

的荷叶随风摇曳、暗香浮动，远处是粉墙黛

瓦的民居，宛如一幅水墨画，美不胜数，让

人心旷神怡。

这幅美景就是秀洲区忠保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姚忠保精心妆扮的百亩荷

塘。近年来，姚忠保通过实施“荷塘叶色”

农业综合体项目，将其中的120亩荷塘种植

观赏荷花，打造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特色景观，全力发展乡村旅

游经济，走出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游客们到此旅游，不仅可以亲近自

然，欣赏美丽的荷塘景色，而且还能品尝新

鲜的莲子，购买合作社自产的手工藕粉、有

机莲子、荷叶茶。”姚忠保说，生长在水塘里

的莲藕，全身都是宝，水上的荷叶、水下的

莲藕都具有较高的食药用价值。

从2009年开始，秀洲区王江泾镇因地

制宜引导农户种植莲藕。因效益较高，种

植规模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万亩荷田”

“千亩荷花”的壮美景观。为充分利用当地

荷花栽种面积大、品种多、区域集中的优

势，在荷花开放季节，嘉兴市旅游部门推出

了夏日赏荷半日游、一日游两条精品路线，

极大地方便了游客前来观景赏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秀洲区王江泾镇

“荷塘叶色”田园被评为“浙江省最美田

园”，千亩荷花被评为“浙江省最美赏花胜

地”，秀洲运河湿地—荷美王江泾一日游被

列入“浙江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精品莲藕受热捧

从7月中旬开始，新一季的挖藕作业正

式打响。在莲藕基地里，藕农不时弯腰探

寻藏在淤泥里的鲜嫩莲藕，一节节粗壮的

莲藕，从水塘里被挖出来，堆满了塘边，丰

收的景象展现在眼前。

新鲜出土的莲藕外观漂亮，色泽鲜亮、

圆整度好、大小均匀、质地白嫩，煮熟后风

味佳，口感脆爽、回味甘甜，鲜嫩的汁水在

整个口腔中回荡，让人回味无穷。

王江泾镇的莲藕品质好，颇受消费者

欢迎。近年来，当地藕农不仅大力引进莲

藕新品种，还采用生态绿色栽培方式，极力

提高莲藕的产量和品质。“不同的莲藕品种

适合不同的生长环境，土壤、气候、水质等

因素都会影响莲藕的生长。现在种的莲藕

品种都是先经过实地考察，再试种后大面

积推广的。在种植环节，采用无公害生产

技术，确保种出的莲藕绿色生态。”嘉兴市

进知莲藕营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向进介

绍。

近年来，秀洲区积极引导农户探索不

同的莲藕种植模式，提高种植效益。“莲藕+

甲鱼”“莲藕+小龙虾”等一批新型综合种养

模式得到推广，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

收、藕渔共赢”，助推了农户增收致富。

王开辉是嘉兴市进知莲藕营销专业合

作社的成员之一，往年只是单纯种植莲藕，

现在他承包的 100 亩藕田有了新种植模

式。“今年，合作社指导我在藕田里套养小

龙虾，没想到每亩增加了2500元收入，粗粗

算下来，全年能多赚25万元。”王开辉说。

为进一步提高莲藕的知名度，王江泾

镇还成立了嘉兴市闻川藕渔产业协会，注

册了“闻川藕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

前，王江泾镇的大多数藕农都加入了莲藕

营销专业合作社，藕农负责种藕，合作社提

供藕种、种植技术、销售渠道，形成了‘公

司+农户+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据统计，今年，秀洲区王江泾镇的莲藕

种植面积约1万亩，莲藕总产值2.5亿元，年

加工产值6000万元左右。王江泾莲藕入选

“浙江省首批名优土特产百品榜”。

“一村一品” 梨果飘香

龙游青塘坞村黄花梨变身“黄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