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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村里的财务支出不灵活，导致

项目投资成本高、价值难以体现。面对

这一乡村建设的共性问题，十五里村成

立了松阳县首家村集体全资企业——松

阳县松瑞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由十五里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百分百控股，公司盈

利后，以股份分红的形式让村民共享发

展红利。

与管理相对松散的合作社不同，公

司运营有着更健全的管理模式，经营上

也更灵活。从蚕农到股东，对于村民身

份的转变，让公司总经理吴晓素感触最

深的是，“大家挣到了‘多头钱’，除了种

桑养蚕，还能打卡上班拿工资、年底领

分红”。

同样在2020年，十五里村通过“双

招双引”成功引进浙江乐活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松瑞文旅与其签订合作协议，

将村里荒废的110余亩空地改造升级为

“乐成长”农耕亲子乐园，同时配套建成

卡丁车、游船、小火车、户外烧烤等游玩

项目，由双方共同开发、运营。

“过去村里的体验项目单一，对游

客缺乏持久的吸引力。亲子乐园开业

后，节假日的客流量直线上升，园内游

客爆满是常有的事，村里也一下变得热

闹了。”谢挺华说，项目运营半年多来，

村集体增收已超过16万元。

最近3年，松瑞文旅还在十五里村

连续举办了桑葚丰收节系列活动，以农

业搭台、文旅唱戏、党群助力的模式，在

研学中心设立基地，通过村校、村企战

略合作，开发蚕桑研学线路，带动桑葚

农副产品开发、销售，助力村集体农文

旅产业升级。如今，十五里村已打造出

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由松瑞文

旅开发的桑葚酒、桑葚干、桑叶茶等深

加工产品，有效拉长了桑蚕产品的消费

周期、延伸了产业链。

在谢挺华看来，乡村就像一艘巨

轮，承载着无数可能性，而产业就像抛

下水的锚，让轮船可以随时停靠、获得

补给。“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产业发展，它

带来了增收，解决了就业，还保护了传

统文化，对村风民俗的改变、生产观念

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小觑。”未来，与蚕桑

IP相关的产业还会继续在十五里村延

伸拓展，“我们想成为蚕桑文化的输出

者。”谢挺华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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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振翅飞翔

“莫道农家无宝

玉 ，遍 地 黄 花 是 金

针。”笔者走进兰溪市

永昌街道火炉山村，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

金黄，黄花菜如小喇

叭般朝天舒卷，村民

们 穿 梭 花 海 娴 熟 采

摘，尽情享受丰收的

喜悦。

黄花菜学名萱草，

又名忘忧草，香味浓

郁，味鲜质嫩，营养丰

富，具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50 多年前，我

在建德谋生，看到当

地种植的黄花菜，既

美观又美味，还有药

用价值。于是返乡时

带回了一些种苗，没想

到这一尝试竟然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火炉山村第一个种植

黄花菜的人、89 岁的

村民徐元钧说，现在

黄花菜已成为村民致

富的“黄金菜”。

如今，火炉山村已

成为金华市最大的黄花菜种植区，种

植面积超 500 亩，年产值约 250 万元，

有效带动了200多户农户增收。村党

支部书记吴月英表示：“火炉山村山多

地少，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带领

村民致富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黄

花菜以其耐寒、耐旱、耐半阴的特性，

以及对土壤的低要求，成为我们村庄

发展产业的最佳选择。”

为进一步提升黄花菜的产量和品

质，火炉山村在2023年与金华市农科

院合作，成立了黄花菜产业发展永昌

试验基地，通过引入“猛子花”等优质

品种，建立了70余亩的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这一举措使黄花菜产量提高了

30%以上，采摘期延长了近30天，亩均

综合效益超过3000元。今年，火炉山

村又抓住实施移民项目的机遇，成功

争取到100万元资金，投入黄花菜加工

项目中。如今，村里已建立起集机械化

蒸烤杀青、烘干、冷冻仓储、包装销售

于一体的黄花菜产业基地。

近年来，火炉山村持续围绕黄花

菜产业做深文章，引进机械化技术，不

断创新种植模式，努力打造“黄花艳、

农民富、乡村美”的乡村全面振兴新局

面。种植大户徐永荣说：“种植黄花菜

的收入每年都能稳定增长，特别是在

今年，机械化杀青技术的应用让我们

的产品质量更好，销路也进一步拓宽

了。” 张婧 方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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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抽丝剥茧

在成为“宝藏”旅游目的地之前，十

五里村曾是古市镇的后进整转村。

“你看，这是湿地改造前的样子。”

十五里村党支部书记谢挺华指着一张

村庄旧照直摇头。当时村里的小溪、

小池塘淤泥堆积，是村里生活污水和

生活垃圾的集聚地，松阴溪畔的滩涂

乱石成堆、杂草丛生，就连本地人都不

愿意靠近。农家房前屋后堆满了杂

物、柴火，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谁

看见都头疼”。

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2018

年起，十五里村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起初推进工作很不顺

利，少数村民不配合，于是古市镇相关

负责人和驻村干部组成整转班子，蹲点

在村定目标、出点子，把大道理掰成大

白话挨家挨户地说，“家乡变美了，游客

才会进村，大伙儿才能挣着钱”。与此

同时，村“两委”密集召开村民大会，要

求“党员干部带头作表率，一对一监

督”，最终发动所有农户都参与到环境

整治中。

经过一年多的“持久战”，村里的破

旧房屋和违法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

是舒展自在的乡野风景；臭水潭变成了

绿植环绕、水面清亮的湿地公园；荒滩

被改造成葱茏的草坪、连片的桑园和亲

子游乐场……很显然，“花园乡村”建设

已经渐入佳境。

美丽村庄“初长成”，但十五里村人

并没有沾沾自喜。“村居的‘颜值’是表

面文章，等新鲜劲一过，人气就散了，将

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必须探索的。”

谢挺华很清楚乡村发展的优势与隐忧。

桑叶是松阳县历史上的“三张金叶

子”之一，与茶叶、烟叶齐名。据当地史

料记载，十五里村种桑养蚕的历史可追

溯到明嘉靖年间。20世纪70年代，蚕桑

业成为十五里村的主导产业，当时松阴

溪畔160余亩溪滩地种满桑树，几乎家

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可惜好景不长，十

年间，国内蚕茧市场一路走低，茶业逐渐

取代蚕桑业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但与松阳县其他生态资源更优越、

茶业发展更久远的村庄相比，十五里村

只能算资质平平。“我们不想参与同质

化竞争，没有胜算嘛。”率先扛起蚕桑大

旗的纪金法，是村里第一批蚕桑承包

户，以他为代表的许多村民认为，十五

里村要吸引游客，仅靠山水是不够的，

“得打个性牌”。

2020 年，村里引进 4 个桑树新品

种，在溪滩地上覆土建起了50余亩蚕桑

种植基地，村民还纷纷拿出家中留存的

种桑、养蚕工具，筹建起蚕桑研学中心

（文化馆）。

为了确保新建筑的造型能完美融

入村庄风貌，十五里村干脆把过去荒废

的老蚕场、老水塔改建成研学中心，打

造出养蚕室、创意工坊、休闲空间、废墟

花园、研学教室5个功能区块。同年“五

一”假期，研学中心开门纳客，此后一年

间，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带动村集体

增收20余万元。

这些天，村民们正忙着在蚕桑种植

基地采摘桑叶、打包装箱，发往位于嘉兴

市的一家文旅公司。“通过接收企业订

单，每公斤桑叶的价格达10元，一年下

来，可为村集体带来5万元的收入。”谢

挺华说，订单式销售桑叶也为村民提供

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

对纪金法这批“元老级”蚕农而言，

如今的十五里村无疑是值得自豪的。

“我经常到研学中心走走看看，发现了

不少新鲜玩意，比如能吐彩丝的蚕，孩

子们亲手做的蚕茧花、蚕丝扇。以前我

们只知道种桑、养蚕、缫丝，从没想过单

调无聊的农事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看来，老产业传到了年轻人手里，能发

展得更好！”纪金法说。

行路：化蛹成蝶

“桑蚕村”的破茧之路
近年来，一些“松弛感”十足的小众目的地成为旅游新爆点，松阳县古市镇十

五里村便是一例。走进该村，树荫下的蚕房里，肥嘟嘟的蚕宝宝慢条斯理地啃着

桑叶，沙沙作响的空气中，弥漫着桑叶的清香。而游客们则跟随村民的指引采桑、

喂蚕，在农事体验中直观感受当地传承500年的蚕桑文化。这种在“蚕式”慢生活

里舒畅心境的休闲方式，深受追捧。

曾经，这座闻名一时的蚕桑专业村，家家户户栽桑树、养蚕自缫土丝，直到产

业式微，蚕厂弃置，村庄日渐衰败。所幸陈旧刻板的思维方式终被敢于创新的文

旅发展思路取代，十五里村以传统农耕文化为原力，赋予乡村空间生活和诗意、理

想和志趣，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小朋友们在做茧花小朋友们在做茧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