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璐兰

记者在诸暨市东白湖镇上英村见到该市吾欣公益发展中心

主任庄园时，只见她一头齐耳短发，全身透出一股清爽干练的气

息。她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筹备第三届油菜花旅游节暨茶文

化节，届时有40多个“一村一品”在这里进行线下展销，言语间

满是自豪感。

说起庄园，一旁的村民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4年来，这位

“90后”农创客带领团队成员，白天下乡助农做“泥腿子”，晚上回

家触网做“夜猫子”，拍摄了近千个公益助农视频，还在田间果园

和菜地直播带货，帮助当地300多家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销

售农特产品，累计销售额达6000余万元。

“我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诸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负责信息

宣传，经常陪着农技专家和记者上山进村，碰到新鲜事，就随手

拍个短视频，上传到新媒体平台跟大家分享。”聊起老本行，干练

爽朗的庄园笑着打开了话匣子。庄园的“今天我又下乡了”系列

短视频，因趣味足又接地气，很快就吸引了一群粉丝，这也为她

开展助农直播奠定了基础。

“跑了不少村庄后，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一些农产品卖不

出去，或者价格卖不高，农民只能干着急。”庄园便萌生借助新媒

体平台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打响品牌的念头。说干就干，她发

起了“吾欣公益”组织，并招募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深度挖

掘村落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品等资源，为诸暨的珍珠、香

榧、茶叶、盐焗鸡、次坞打面等农特产品拍摄短视频，催生出一条

“美丽经济”新赛道。

“之前有两个村种植的西瓜滞销，我和团队小伙伴冒雨赶到

基地拍视频并连夜赶制出来，视频刚上线20分钟，就卖掉了1万

公斤西瓜。”庄园介绍道：“镜头背后的辛苦是大家看不到的，我

们制作1个视频就有200—300个小画面，往往3分钟时长的视频

要剪3天才能完工。但只要能呈现出有乡土味的故事，帮助村

民们把货卖出去，我就觉得很值得！”

庄园拍摄短视频助农增收的事情很快传到了东白湖镇上英

村村民的耳朵里。这个盛产茶叶、香榧等的小山村，因交通不便

导致农产品常年滞销，大伙儿一致恳请庄园来村里出谋划策。

2023 年 ，她 被 聘 为 上 英 村“ 乡 村

CEO”。

到上英村以后，庄园大刀阔

斧干了起来，一批批有着统一品

牌、统一包装的土特产源源不断

地走出深山。“消费者对土特产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便找到诸

暨小吃协会深加工食品工厂，将

初级农产品加工成小吃或预制

菜，销量一下子就上来了。以地

瓜团为例，以前每公斤卖 40 元都

无人理会，现在每公斤能卖到 70

元，且需要提前两个月预定，种

植、制作地瓜团的村民也从5户增

加到 30 多户。”庄园介绍，成立强

村公司、共富工坊后，自己还帮助

上英村培育了“上英园”村级共富

产品品牌，培育 10 余名村民开展

直播带货，主销香榧、茶叶、地瓜

团和梅干菜等农产品，带动 96 户

村民增收30余万元。

从拍摄趣味短视频聚集人气

到直播带货，从初级农产品销售

到深加工农产品生产再到IP文化

赋能，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同

时，“爱折腾”的庄园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才招引。“现在留

守农村的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缺少懂得农业技术的专家，也

缺少懂销售、会推广的年轻人，在广阔的土地上，‘新农人’大

有可为。”庄园告诉记者，随着助农公益项目逐渐壮大，越来越

多高校大学生慕名前来实习，也由此培养了一大批有情怀、懂

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刚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王薇霖便是其中一员。“我的家乡临安有很好的山水资源，我

打算和父母一起回乡经营民宿，并拓宽村里的电商销售渠道，

带领大家把临安山核桃、竹笋等农产品进一步打开销路，到时

候还要来和庄园姐取经。”王薇霖信心十足地说。

短短几年间，“庄园下乡”这一自媒体IP形象就像一支火炬，

不仅点亮了一个个村庄，更点亮了一名名“新农人”手中的火把，

照亮了一条条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我计划用3年时间，将

上英村周边5个村庄集结起来，共同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

径，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带领更多村庄美起来、更多村民

的钱袋子鼓起来。”庄园笑着说。

眼下，万物萌发，春意盎然。庄园这个现代“新农人”的故事

正走进春天。

□本报记者 潘晴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跨省调入种猪备案单等，这些都

要有的。”春分时节，永康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杭

花正忙着给当地一家生猪养殖场的4500余头种猪办理“入

住”手续。

王杭花自2004年工作以来，扎根基层已有20年。长相

清秀、性格温柔的她，经常“钻牛圈、跑猪圈、入马圈、进鸡

圈”，与猪、牛、马、鸡“打成一片”。

“我的工作日常就是与动物疫病做斗争，守护家畜家禽

的健康。”王杭花告诉记者，她的工作涵盖了动物疫病实验

室检测、流行病调查及采样等多个方面，这其中采样是基本

功，必须扎实。刚开始工作时，为了练好这项基本功，王杭

花抓住机会就练习，“先看示范操作，然后就自己一遍遍练

习。”王杭花说，至今为止，她已累积采集样品几十万份。

或许就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王杭花在这一

领域成了“顶流”。2020年，她获得浙江省农业职业技术竞

赛一等奖；2022年，获第五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

物疫病防治赛项第一名，她是历届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女选

手，也是浙江省在历届全国农业技能大赛中第一位荣获全

国第一的选手。

提及这些荣誉，她却腼腆地告诉记者：“更让我骄傲的

是看到我的徒弟们获奖。”原来，王杭花在获得个人荣誉的

同时，也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无私地传授给同事。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团队的力量才可以更

多。为更好提升全市防疫监测人员队伍整体技术水平，我

们建立了‘传帮带’机制，由带头人、指导老师对年轻同志进

行一对一指导帮助。”王杭花介绍，单位会定期开展集中学

习培训，组织大家观看采血、免疫注射、解剖等规范操作视

频，并要求一线防疫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规范操作，练好基本

功。去年，王杭花还应邀在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办的全国技术能手——动物疫病防治技术大

讲堂上授课，整个讲座有约5.82万人次观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带领下，永康市的畜牧兽医团队

在各项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被外界誉

为“鹰之队”。团队里出了 3 个省一等

奖，3个省二等奖，还有8人在金华市里

拿奖，可谓是“满堂红”。

现在的王杭花，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事情也变多了，但她依旧践行着一

线动物防疫人员的初心使命：确保动物

疫病有效控制，保障畜禽产品的安全，

守护大家的健康。

“去年，永康市畜禽免疫实现应免

尽免，全年共使用家禽疫苗69万毫升、

家畜疫苗8.4万头份。我们还持续推进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永康成了金华

市首个实现‘先打后补’全覆盖的县。

全面排查生猪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

等全环节风险隐患，开展布病、马鼻疽、

禽流感专项排查，共排查养殖场（户）

2165 个，做到乡镇全覆盖、规模养殖场

全覆盖、畜禽种类全覆盖。”谈起动物防疫，王杭花总是一脸

自豪，每项工作、每个数据都如数家珍。

谈及未来，王杭花表示，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跟进永康

市新建的年产十万头生猪的养殖场项目，帮助做好生物安

全工作，为提升永康市生猪产能贡献“防疫”力量。另外，

要加强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及时研判疫情

态势，坚守动物防疫安全底线。同时，积极组织人员参加

各类培训、比赛，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动物防疫人才队伍，为

全市动物卫生监督水平提升、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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