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总，1万公斤柑橘已经准备发车，

采摘的过程也一并发到您微信上了……”

夏益龙的销售方式也与众不同。

作为年轻的果农，夏益龙不断尝试

用新的方式去拓展销路，对品牌、包装

进行升级，尝试让“山大王”蜜橘走进社

区、商超，还在自媒体平台上当起“网红”

进行吆喝。

2014 年，夏益龙依托“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积极探索“党建+

电商”发展模式，建立了稳定的电商销售

渠道，年销售柑橘超75万公斤，使来自小

山村的蜜橘顺利销往全国28个省（区、

市）、240 座城市，直接带动周边村约

2000亩柑橘生产销售。

如今，当地的柑橘价格从每公斤几

毛钱涨到了每公斤八九元，帮助农户增

收约800万元。

致富金果 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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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自然村群山环抱，风景优美。

如今，夏益龙着手开发观光农业，要让

这座寂静的山村焕发新的生机。

“我自己的500亩柑橘种植基地，加

上农户2000亩山地，我想依托临海5A级

景区丰厚文化底蕴和旺盛客流量，打造

一个集柑橘文旅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品橘

村。”这是夏益龙关于“共享农庄”的创业

理念。

2019 年，夏益龙有过一次成功“试

水”：在临海市文联、临海市农业农村局

和临海市诗词楹联学会的支持下，举办

了临海蜜橘“山大王”杯全国征诗大赛，

来自海内外的诗词爱好者共投来2万余

首诗词，成为临海蜜橘宝贵的文化财

富。

说话间，夏益龙给笔者递来一瓶刚

开发出来的橘子味汽水，一打开，满满

的橘子香味，喝一口，满嘴清香，甜而不

腻。

当前，夏益龙注册了“品橘村”系列

商标，以“游千山万水，观万千风光，品高

山农特”为主题，开始进行橘子汽水、橘

花蜜、橘子酒等延伸产品研发销售，在村

党组织的带领下，发展观光采摘游产业、

红色研学等活动，充分实现产业由点到

链，资源由散到聚，形成产业壮大、集体

增收和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让传统柑

橘产业再次跑出致富“加速度”。

“我想通过植入柑橘产业文化，开

发柑橘深加工产品，推动整个村落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破解当前柑橘产业发

展瓶颈，形成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新态

势、新优势。”夏益龙说。

属于夏益龙的甜蜜故事，还刚刚开

始。 朱玲巧

文旅融合 跨界发展

做精柑橘品质，拓展网络销售，发展观光农业……

夏益龙：让深山柑橘甜“出圈”
站在临海市邵家渡街道岭上自然村的山大王柑橘种植基地里，橘农夏益龙的脸上溢满着笑容，他说：“今年的

橘子品质特别好，果型好看，果肉细嫩，甜度也高，卖出了好价钱。”

科学种植 做精品质

今年35岁的夏益龙，父亲是临海市

涌泉镇的一名老橘农。

2010年，夏益龙从一家汽车销售公

司辞职后，回到家乡跟着父亲系统地学

习柑橘种植技术，开启自己的甜蜜事

业。

“这500亩高山橘园采光充足、水质

优良、空气清新，是适合柑橘生长的好

地方。”很快，他便相中了邵家渡街道海

拔170米山上的岭上自然村柑橘种植基

地。

但那时，山头上只有 1000 多棵橘

树，由于产量低，品质也不太好，再加上

交通不便，橘子卖不了几个钱，农户们

也不把橘子当回事。

夏益龙却一头扎进这座大山，在橘

园边搭起了两间小房子，开始与这片橘

园为伴。

“要想提高橘子的效益，关键还是

要提高柑橘品质。”2014年开始，他和妻

子到全国各地的农业基地，学习最前沿

的柑橘种植技术，并与华中农业大学、

省农科院、省柑橘研究所等单位联合，

研发先进育橘技术。街道也定期开展

“柑橘技术红色流动大课堂”，组织农技

专家“问诊把脉”，帮助做精橘子品质。

引进“大分1号”“红美人”、葡萄柚

等品种，把橘子的销售周期从3个月拉

长到近8个月；在省柑橘研究所指导下

建立的“柑橘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示范

基地，通过物联网水、肥、药一体化控制

系统，优质果率从原先的 60%提升到

85%以上；引入先进的柑橘分拣包装技

术，挑拣包装效率提升200%……

“年轻人的种植方式更加科学高

效，现在基本上满山都是精品果，销路

根本不用愁。”父亲夏积辉放心地将橘

园的经营管理全部交给了儿子，自己则

退居幕后。夏益龙在果园夏益龙在果园。。

迈入新年，金华市婺

城区岩头村的创意染坊

依旧热闹非凡：几位阿姨

正在赶制一批扎染文创

礼盒，“90后”乡村运营师

刘梦妃正在为染坊里新

出的文创礼盒拍摄新一

期宣传照片。去年底，

“诗画岩头共富工坊”被

列入全省首批共富工坊，

这一荣誉给了刘梦妃和

她的禾居团队莫大的鼓

励。

1993 年出生的刘梦

妃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她

记忆中，农村广袤的田

野、宁静的生活共同构成

了她的童年和乡愁。“能

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对

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光。”

刘梦妃说。

带着对土地的深厚

感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刘

梦妃踏上了乡村振兴的

征程。一次次深入调研，

让她发现乡村有无限可

能，但也面临现实挑战：产品独具特色，

却鲜有专业团队来运营。于是，她在

2019年选择加入岩头村的禾居乡村运营

团队，成为一名乡村运营师。

行走于田间地头，期望每一寸土地

能带来新变化。像刘梦妃这样的运营师

也被称为“造梦师”，不仅为自己的梦想

插上翅膀，也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刘梦妃与她的团队借助未来

乡村发展的契机，创立了融合“文化、文

旅、文创”的“三文”乡村运营模式，不断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我们和横店集团

合作，在横店梦外滩景区打造了一条玲

珑街非遗街区。”刘梦妃说。岩头的婺州

染坊，李祖的梨膏糖……金华乡村的魅

力，在这条街上被全国各地的游客“盖章

认证”。

“我始终认为，乡村产业除了要吸引

人流，也要努力把产品卖出去，只有让乡

村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带动

更多人、更多业态进驻乡村。”刘梦妃说。

新的一年，刘梦妃干劲十足：“今年

我们团队的目标是丰富岩头业态，吸引

更多如婺州染坊、希桐琴宵馆这样既有

商业价值又有文化传承的业态进驻，把

‘三文’乡村运营模式助推共富这条路走

到底。”

刘梦妃的梦想，是把岩头村打造成

为农创客的乐园，让更多的创新思维和

新兴产业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

地上生根发芽。“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吸引更多的年轻农

创客和年轻业态入驻岩头，为金华乡村

的发展贡献年轻一代的力量。”

张丹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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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浦江县檀

溪镇潘周家村，67 岁的

村民陈玉仙在面架旁，

直播销售自家制作的手

工面。潘周家村“一根

面”是金华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制作历史可

上溯到 600 年前。陈玉

仙自2020年4月开始在

网上卖起手工面，已拥

有 3800 多名粉丝，成为

当地小有名气的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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