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雅萌

今年5月，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的2023年度乡村振兴最佳创新实践案

例中，开化县“创新‘上安共富模式’，打造乡风文明‘上善若水’、生产生活‘安居乐业’

共富好地方”成功入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十佳案例,成为乡村振兴“新样本”。开化县

大溪边乡上安村地处偏远，资源匮乏，曾是我省重点贫困村之一。这样一个没有禀

赋优势的乡村，是如何入选的？

典 型编辑：程益新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99297510@163.com
2024年7月20日 星期六 4

记者从开化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2021 年 9 月，开化县以大溪边乡上安村为

核心，联合县域内种植红高粱的12个乡镇

以及省农科院等单位，结成红高粱共富联

盟，并在上安村设立了“红高粱共富培训基

地”，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在上安村

的示范带动下，大溪边乡红高粱种植面积

达到5300亩，开化县12个乡镇种植红高粱

超 1 万亩，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增收 7000 多

万元。

余章红是土生土长的上安村人，2015

年第一次试种红高粱，就种出了亩产425公

斤的“好成绩”，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种高粱

的兴趣。经过不断的试验和学习，余章红

很快成了村里的“土专家”，村民们有种植

难题都会先来问问他。

“多亏了余章红老师的长期指导，我们

村的高粱才能长得这么好！”淳安县枫树岭

镇上江村村支书江齐红告诉记者，枫树岭

镇与大溪边乡接壤，自2018年大溪边乡与

枫树岭镇达成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后，双方

已结下了近6年的“高粱情缘”。在上江村

试种初期，面对各种专业问题，余章红多次

进行上门指导，帮助村民解决土地复垦、病

虫害防治等技术问题。

在当地，像余章红这样的“红高粱师

傅”还有很多。2018年，上安村创设红高粱

乡村振兴讲堂，定期为周边村民讲授和培

训红高粱产业发展技术，更有长沙、上饶、

黄山等地的学员慕名前来学习。

“经过几年发展，大溪边乡5个村2000

多亩红高粱，与淳安县枫树岭镇 5 个村

1600多亩红高粱已经串点成线，成为红高

粱共富示范带。”开化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如今，这片“高粱红”图景越绘越

精彩，不仅点燃了开化县内多个村庄，更让

全省多地感受到了这火红的活力。在上安

村的带动下，淳安县枫树岭镇、桐庐县郭

村、衢州市柯城区坞石村等地成功复制“上

安模式”，已带动红高粱种植面积达20余万

亩，惠及7万多山区群众。

新示范共绘新图景

“高粱是喜温作物，现在是它生长的关键时

期。”见到上安村党支部书记余雄富的时候，他正

忙着和村民们在梯田里查看高粱的生长情况。

一直以来，高粱作为粮食作物主要在我国北

方种植，浙江适合种植吗？余雄富坦言：“村里的

耕地全是缺水易旱的高山梯田，地无三米宽，留

不住水，更用不了现代农机，早年村民大多选择

外出务工，土地抛荒日趋严重。”

16年前，放弃在外经商、选择回村当村委会

主任的余雄富，在面对村里这片仅有的500亩梯

田时犯了难，如何利用好这片闲置资源，让留守

的村民们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对此，他和村“两

委”干部一起带领村民进行了多次尝试。

“刚开始种过高山蔬菜，但因交通和物流条

件缺乏，蔬菜丰收后没能及时运出大山，错过了

销售期。”余雄富说，后来他又组织村民在梯田上

种了200多亩向日葵，想要发展景观农业，但仅

仅依靠一片向日葵花海并不能吸引更多游客，更

为糟糕的是，向日葵只开花不结籽，经济价值受

限。

面对上安村的困境，余雄富与村“两委”干部

一起不断总结经验并向外求助咨询，在省农科院

科技特派员和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终于找到了适合村里种植的作物红高粱。“梯

田排水通畅，土地不涝，非常适合旱粮作物生

长。”开化县上安村驻村干部郑建平在一旁说道，

高粱的种植对灌溉水源要求低，作物成熟后也不

需要及时上市销售，还能带动村里妇女、老人参

与生产。

由于前几次尝试的失败，村民们对种植高粱

缺乏信心。2015年，在余雄富的带领下，全村20

余名党员干部率先在自家的田里种上高粱，并挨

家挨户为村民分析种高粱的利弊。最终，全村试

种的240亩地共收获120吨红高粱，除了被收购

的高粱外，村民们还把剩余的高粱籽酿成酒出

售，当年产值就达到了140余万元。

种植高粱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几年下来，

在“红高粱、油菜花”一年两季轮作的基础上，村

里原本贫瘠的500亩土地形成了“春赏油菜，夏

观绿田，秋品高粱，冬戏白雪”的美丽景观，一举

破解了农村土地抛荒难题。

新产业蹚出新路子

菜籽油、高粱酒、高粱面……走进上安村红

高粱共富培训中心，陈列柜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

目的特色农产品。

初次尝到种高粱的“甜头”后，上安村不满足

于单纯的种植收入，准备向二、三产业拓展。

2016年开始，村里先后兴建了红高粱酿酒作坊、

油菜籽低温压榨生产线等，并于 2020 年注册上

安梯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整合全村的土地、劳

动力和人才等资源，组建5个车间化管理的农业

生产队，做到统一种植、酿制、研发、销售，全力打

响“上安村”品牌农产品。

“现在向村里订购农产品的客户来自全国各

地，不少是我们的‘回头客’。”余雄富介绍道，村

里每年都会举办红高粱丰收节、油菜花节等活

动，打响农产品品牌知名度，还定期更新产品包

装，通过网络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宣传和销售。今

年春节期间，上安村主推的农产品组合年货礼包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仅一个多月，销售额就达到

20余万元。现在，全村红高粱、油菜系列农特产

品年销售额已达600万元以上，带动300多位村

民人均增收超1.5万元。

在此基础上，村里锚准新赛道，开展乡村景

区建设，陆续修建了游步道、观景台和游客中心

等，与苏浙沪周边地区旅游公司合作，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项目。去年，上安村成功入选浙江省第

三批未来乡村创建村名单，进一步提升了示范效

应。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每月都要接待

数十批考察培训团队。”余雄富说，目前，全村年

接待游客量超10余万人次，村里以此为契机，计

划新建酒窖、民宿、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等，进一步

完善配套设施，让培训、旅游经济在村里“火”起

来，拓宽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渠道。

伴随着红高粱产业的蓬勃发展，郑建平注意

到农作物秸秆处理和利用的问题。“将秸秆作为

湖羊的饲料，可以解决秸秆去处问题。”郑建平表

示，补上秸秆循环利用这关键一环，就可以形成

产业链完整闭环。村里筹备许久的红高粱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湖羊养殖项目将于今年建成，

正式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

万元以上。

新理念拓展新赛道

荒山变“金山” 风景变“钱景”
开化上安村按下乡村全面振兴“快进键”

余雄富余雄富（（右右））和村民一起查看高粱长势和村民一起查看高粱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