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乡创业：从“跨界者”蜕变“土专家”

“2011年看电视，听到‘乡村振兴’

四个字时，我心里像被撞了一下。当

时我就在想，农村那么多的山地，一

定能长出‘金果子’来。”夏芝兰坐在

基地管理房里回忆，手中的搪瓷杯飘

出淡淡茶香。

说干就干，这位曾承包多所学校

食堂的“女强人”，放弃年入数十万元

的稳定生意，回到老家新登镇马弓村，

流转260亩荒山种蓝莓，在亲友不解的

目光中开启了“农业之旅”。“有的亲戚

说我疯了，放着好日子不过来喂蚊

子。”夏芝兰说。

2013年夏天，持续40天的高温炙

烤，夏芝兰的第一批蓝莓苗，由于缺

乏水利设施，“全军覆没”，投入的十

多万元打了水漂。“那时候山上只剩

下光秃秃的苗床，心都痛死了。”

关键时刻，新登镇农技人员带

着土壤检测设备找上门，富阳区农

业农村局送来滴灌设施建设补贴，

让她重拾信心：“还好坚持下来了，

要是放弃了，先前的努力真成‘笑话’

了。”

夏芝兰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泛黄的纸页上记满蓝莓生长周期、土

壤PH值调控等数据。

为了提高蓝莓种植技术，夏芝兰

参加省内外培训20多次，硬是把自己

从一个连锄头都拿不稳的门外汉，炼

成 能 独 立 完 成 品 种 改 良 的“ 土 专

家”。“农业是‘慢功夫’，得沉下心来

学。”夏芝兰说。

2014 年，基地蓝莓首次投产，亩

产达 750 公斤，果肉饱满、果粉厚密，

上市即售罄。

谈及未来规划，夏芝兰目光坚定

地说：“荒山变‘金山’只是第一步，我

们要让土地‘长’出更多可能。”

她说，基地将启动两大升级计划：

与省农科院合作，引育蓝莓、甜柿、桑

葚等新品种，预计2027年实现多元化

采摘；依托山林资源拓展农旅业态，打

造“蓝莓科普研学基地”，增设露营营

地、亲子农耕体验区，并推出“采摘+烧

烤+星空观测”周末微度假套餐，目标

是年接待游客突破5万人次。

“农业要‘接二连三’才有奔头。

我们不仅要种好蓝莓，同时也要搞好

二产加工和三产服务。”夏芝兰透露，

基地还计划筹备建设小型深加工车

间，开发蓝莓原浆、桑葚果干等产品，

通过“种植—采摘—加工—体验”全链

条运营，带动合作农户户均年增收再

提升20%。

傍晚时分，山风送来阵阵果香，劳

作一天的夏芝兰与工人们聚在一起，

讨论着今年的收成和下一步种植计

划，一步一脚印，实践着她心中共富的

最美图景。 高远 周诗楠 鄢林强

展望未来：从“花果山”升级为“生态圈”

生态密码：泥土里的“绿色智慧”

“你看这泥土，抓一把能攥出油

来。”夏芝兰随手抓起一把黑土展示，

指尖上沾着松针碎屑。

为改良土壤的酸性，她拒绝使用

硫磺，转而收集周边松树林的落叶，配

合生猪养殖产生的有机肥，形成生态

循环链。同时，她在蓝莓基地放养了

5000 羽鸡，让其承担“除草队”角色，

人工拔除的杂草又成为饲料，实现全

生态种植。

“花青素含量比普通蓝莓高30%。”

说起自家产品，夏芝兰双眼放光。

经检测，“蓝芝岚”蓝莓维生素 C 含

量达 9.7 毫克/100 克，远超国 家 标

准。

这份坚持换来市场认可，每到采

摘季，基地日均接待游客200余人次，

电商订单覆盖长三角地区，年销售额

突破400万元。

“这里的蓝莓有一股淡淡的‘松木

香’。”游客王先生边拍照边说，“带孩

子来体验采摘，既能科普农业知识，又

能吃到‘会呼吸的水果’，比去游乐园

更有意义。”

共富答卷：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兰姐给我家分了5亩试验田，每

年光蓝莓就能卖2万多元。”村民周师

傅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熟练地将鲜果

装入印有“蓝芝岚”商标的礼盒。

目前，基地常年雇了 20 余名村

民，人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还带动30

余户农户发展种养结合模式。

“一人富不算富。”夏芝兰翻出手

机里的“技术帮扶群”，近百名农户每

天在群里交流种植心得。她免费提供

种苗和技术指导，还帮助农户销售蓝

莓，使得蓝莓溢价率提升 20%以上。

2023 年，基地获评“杭州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成为新登镇“农旅融合”示范

样板。

站在海拔120米的山岗上，夏芝兰

望着漫山遍野的蓝莓树感慨地说：“当

年别人说我‘异想天开’，现在荒山真

的变成了‘花果山’。”微风掠过，蓝莓叶

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

这或许就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兰姐，今年蓝莓甜度比去年高咧！”近日，在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的杭州东腾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蓝莓基地里，游客李女士带着孩子边采摘边高兴地说，“从市区开车1小时就到，既能亲近自然，又

能吃到时令水果，我们已连续5年来这里摘蓝莓了。”

基地负责人夏芝兰正指导工人分拣鲜果，阳光穿过枝叶洒在她沾满泥土的裤脚上，勾勒出现代“新农人”

的生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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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采摘结束后，茶人们

忙碌的脚步终于可以放缓

些。绍兴柯桥老茶人黄柏松，

今年59岁，做了近40年茶，他

的人生与茶交织，他的身上既

承载着千年茶脉的温度，也肩

负着日铸茶制作技艺传承与

创新的使命。

一叶传承
氤氲两代茶香

每到三月，在御茶湾茶

园里，当青翠欲滴的茶芽刚

挤满梢头，距离不远的王化

村长塘头自然村，绍兴日铸茶

业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已经开

始炒茶、制茶，茶厂里四处弥

漫着茶香。

这时也是黄柏松最忙碌

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围在制茶

设备旁，杀青、揉捻、炒制等繁

杂的制茶流程成了他的日

常。不同于其他茶企采用自

动化工艺，日铸茶厂仍然坚持

古法工艺做茶，比如杀青的时

候用的是柴火而不是电锅，热

气裹着浓郁的茶香在厂区内

升腾。做茶几十年来，黄柏松

早就积累了许多“铁杆”茶

迷。每到春茶上市季，他的电话就时不时地响

起，都是老客户来订购新茶的。

黄柏松和茶叶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

代。当时，黄柏松的父亲黄东富与供销社的工

作人员一起摸索着恢复日铸茶生产，创办了王

化茶厂。1992年下半年，黄柏松进入茶厂，从

父亲那里接过担子传承日铸茶制茶技艺。进

厂后，黄柏松积极下车间，观察一线工人制茶

的操作要领，并勤勉练习，两年下来，他基本掌

握了当时出口茶的制作要领。

2000年，王化茶厂关停，但黄柏松还是坚

持收茶、做茶，到嵊州、上虞、萧山等地跑业

务。到2003年，黄柏松有了创办茶厂的念头，

于是在王化村重办茶厂。“当时还是以做出口

茶为主，日铸茶作为名优茶量少价高，总体销

量不大。”黄柏松说。

一以贯之 深耕“日铸”品牌

2009年，黄柏松成立了绍兴日铸茶业有限

公司，公司转型专攻平水日铸茶，是柯桥范围

内最早恢复生产日铸茶的企业之一。第二年，

黄柏松将父亲创造的“平水日铸茶”商标交给

柯桥区茶叶产业协会使用，转为公用商标。“茶

厂真正稳定下来是在2011年，这一年‘平水日

铸’被确定为名茶区域公共品牌并且加以宣传

推介，日铸茶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黄柏松

说。

2013年，黄柏松在小舜江村、王化村等地

流转了100多亩茶园，开始进行茶园精细化管

理，从源头把控日铸茶的品质。黄柏松对御茶

湾的这片茶园尤其上心，这里的古老茶树出产

的茶叶香气、味道、汤色等各方面都尤为醇厚，

在他眼中，这里不仅是平水日铸茶的起源地，

更是文化底蕴所在。

这些年来，黄柏松的努力颇有收获，企业

推出的茶叶先后获得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

“中国名优茶”金奖、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

博览会优质奖等荣誉，黄柏松本人也被评为

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水日铸茶制作技

艺传承人，日铸茶厂被授为非遗文化传承基

地。

传承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奔

赴。而今，越来越多的新茶人也加入其中，为

平水日铸茶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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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额超400万元

她跨界种蓝莓，带着村民一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