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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外汉”搏成“养鱼专业户”
杨济旭的渔场位于温岭市坞根镇东

门头港海域，隶属乐清湾。“乐清湾是全

国潮差最大的海域，对鲈鱼养殖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杨济旭说。

为了自力更生，2000 年，杨济旭开

始尝试创业，从事海水网箱养殖鲈鱼，养

鱼之路就此开启。

一开始，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短缺，鱼

苗成活率仅五六成，但杨济旭并未气

馁。他从零开始，脚踏实地，努力自学，

向专家和养殖户请教，参加各种学习培

训，潜心“修炼”养殖技术。慢慢地，杨济

旭掌握了海水网箱养鱼技术，养殖规模

逐渐扩大，但他却“不安于现状”。2012

年，杨济旭开始尝试创新养殖技术，以提

高海鲈鱼的产量和品质。通过五六年不

断努力，杨济旭摸索出了大口径海水网

箱鲈鱼清洁养殖技术，该技术后来成为

我省新型养殖模式与技术的典型案例，

被广泛推广应用。

“以前大家普遍用的是3×3米网箱，

我改用6×6米大网箱，甚至还有6×12

米的。”杨济旭说，“网箱技术的改革，帮助

我们提升了15%的产量。”杨济旭的养殖

经验，逐渐带动周边村民加入海鲈鱼养殖

行列。他先后成立了温岭市乐洋海水产

品专业合作社、温岭市坞根旭盛家庭农

场，其鲈鱼养殖基地获得农业农村部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全国渔业科技示范

基地、浙江省现代渔业示范园区、浙江省

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从受助者奔向共富“带头人”
产量提升了，销售渠道也得拓展。

2020 年前，合作社养殖的海鲈鱼

90%出口。“疫情期间销路受阻。”于是，

在养殖的同时，杨济旭和社员们开始“转

战”国内市场。

一开始杨济旭和社员通过找到周边

鱼贩，让他们了解海鲈鱼的品质，同时通

过抖音等网络平台直播，扩大知名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内市场销路逐渐打

开。杨济旭说：“目前合作社的海鲈鱼定

期销往山东、福建、杭州以及台州周边等

地，包括生鲜和冰鲜产品，整个合作社一

年的产值达到1300多万元。”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力量帮助更多养殖户和残疾人脱贫致

富。”这些年来，杨济旭带领着周边养殖

户努力奔走在共富路上。

他在探索养殖新技术的同时，建立

了“国际市场+合作社+农场”新的渔业

发展模式，成为浙江省养殖业的典范。

此外，依托合作社及鲈鱼养殖基地，以家

庭农场为核心，成立了残疾人海水产品

养殖扶贫示范基地，通过吸收残疾人社

员、传授养殖技术、解决就业难等途径，

开拓助残帮困新路子。

目前，杨济旭正推进智慧渔业改造，

依托数字平台让社员可以实时监控鱼排

的水温、环境等要素，同时积极谋划将鲈

鱼养殖主动融入坞根研学旅游，让鲈鱼

养殖事业不断焕发新生机。

从业余爱好者“拼”成专业运动员
2023年10月20日，杭州第四届亚残

运会火炬在桐庐传递，杨济旭作为第91

棒火炬手参与接力传跑。

“体育是我的个人爱好。”杨济旭还

将这项爱好变成了专业。在忙着养殖业

的同时，他还时常抽出时间去训练，曾多

次参加市、省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多

个项目中获得佳绩。

2009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济旭

被推荐到省残疾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集

训，参加即将在浙江举办的第八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为了全身心投入训练，

杨济旭将渔场暂时交给家里人打理。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多和队友的艰

苦集训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在2011年

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杨济旭和

队友荣获男子坐式排球季军及“体育道

德风尚奖”。

去年，在浙江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

动会上，杨济旭参加了标枪、铁饼和铅球

三项个人竞赛项目，拿下了一银一铜的

好成绩。

“台州有大陈岛垦荒精神，坞根有红

军精神。”杨济旭说，“只要时刻牢记这些

精神，无论是赛场上的困难还是人生中

的坎坷，我们都不会被轻易打败。”

陈赛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走进绍兴市

柯桥区漓渚镇国兰家庭农场的智慧大

棚，却是一个凉风习习、花香醉人的清凉

世界，只见数万盆郁郁葱葱的兰花，整齐

排列在花架上，亭亭玉立的花枝在绿叶

丛中招展，3个直播间里，“兰花姐姐”正

向网友们吆喝。这个家庭农场，不仅培

育、展示、展销兰花，也是兰文化宣传、研

学的一个场所。

今年 42 岁的童水标是这家家庭农

场创始人，从小在中国春兰之乡——漓

渚镇长大，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母去辽

宁省沈阳市开店卖兰花，从此深深爱上

了兰花事业。

如何做大做强绍兴兰花产业，让高

洁典雅的兰花走进寻常百姓家，一直是

童水标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2007

年，他到广东考察，第一次见到了杂交组

培的“科技兰”。“科技兰”价格

比传统兰花低很多，且品

相好、花色多、产量

高，容易推广进入

普通人家。有敏

锐市场嗅觉的

童水标，意识到

这是未来兰花

的发展方向。

当他用9.6米长

的大货车拉来

满满一车“科技

兰”小苗时，在当地

引起轰动，他也成为

漓渚镇首位培育“科技

兰”的农民。

经过短短几年努力，他培育的“科技

兰”凭借价格低、易种养、品质好等优势，

很快被市场接受，让曾经高不可攀的兰

花，实现了生产规模化，消费大众化。同

时，他借助科技的力量，让一季春兰香，

变成了四季兰花香。他还让同一盆兰花

能够一年内次第开花，且花开持久，满室

生香，深受客户欢迎。在2024年中国春

兰节上，他选送的“一品清流”获得栽培

金奖，“新津胭脂”获得金奖。

为了把兰花更直观更生动地展示给

消费者，近年来，童水标紧紧抓住直播的

契机，开设了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

账号，聘请5名年轻主播，每天直播5小

时，目前已积累粉丝 3 万多名。“通过网

络直播，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了解兰花，

喜爱兰花。”童水标说，他精心打造了“皎

月”“三星蝶”“山河锦绣”“花开富贵”等

几款春兰礼品花，最高一款年销量达20

万盆。如今，童水标已与多家科研机构

开展兰花组培等科研合作，建有 3 个兰

花种植基地，面积达85亩，培育了300多

个品种、共 60 多万盆兰花，去

年兰花销售额超 700 万

元。

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童水标

自己种兰成功

后，不忘带动

周边乡邻。童

水标牵头组建

成立农场党组

织和绍兴市兰花

产业农合联，通过

培训等活动，把自己

的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农

民，还经常上门手把手指导农

民搭建大棚、防治病害、调配种植土等新

技术。如今，漓渚镇拥有兰花基地近千

亩，全镇有1000余户农户种兰卖兰。每

年童水标都要向周边兰农收购兰花苗，

为不少农户解决了兰花销路的问题。在

童水标等人的带动下，绍兴市已拥有兰

花基地1700多亩，兰花保有量1500余万

盆，兰花产业从业人员达 8000 余人，总

产值超20亿元。童水标先后被授予“浙

江省青年致富带头人”“浙江省农村科技

示范户”等荣誉称号，他的家庭农场也被

评为浙江省百佳兰苑、优秀基层党组织

等。

作为 2022 年当选的绍兴市人大代

表，童水标积极为绍兴兰花产业发展出

谋划策，连续3年提出加强公用品牌、品

种开发、节会推广、电商培训等相关建

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如发布了“漓渚兰

花”公用品牌，最新打造的兰花品牌形象

店“兰花小馆”陆续在北京、上海、杭州等

地开馆，成为兰花展示销售的共富平台；

成功开发了“兰花试管苗促花”等新技

术，相继开展了兰花精品展、文创发布会

等活动，中国兰花博物馆也即将在漓渚

镇开工建设。

兰花作为绍兴市花已有 40 年。今

年，绍兴市提出要聚焦“兰文化”“兰产

业”“兰经济”，全方位推动兰花产业高质

量发展。童水标带头发展兰花产业的劲

头更足了，他成立了浙江三新兰花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立志要

将公司打造成为融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于一体的兰花龙头企业。“绍兴兰花一

定会香飘更多的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

人享受美好的花样生活。”童水标信心满

满地说。 吕永江

小小一株花 飘香致富路

这名“渔老大”：乘风破浪再出发

每天天还没亮，乐清湾的海岸边，就出现了杨济旭和社员们的身影：喂鱼、挑鱼、称重、装

箱……大家各司其职，在忙碌中迎来日出。

杨济旭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疾病，属于肢体三级残疾人，从小行走不便，但是他始终积

极向上、乘风破浪，20多年间，完成了从一个养鱼“门外汉”到海鲈鱼专业养殖大户的“进阶”，

还把自己作为业余体育爱好者“拼”成了专业运动员。

浙江省劳动模范、省级“新农匠”、“十三五”期间浙江省残疾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一

项项荣誉，正是杨济旭不平凡人生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