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22022年年55月月181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 记者记者 李扬李扬 通讯员通讯员 刘斌刘斌 文文
记者记者 王亮王亮 摄摄

一座江南村庄的一座江南村庄的
““ ””

繁昌区繁阳镇范马村东风组村民徐万彩，在城市
工作30年后选择回乡创业，努力在水果种植上闯出一
条发展之路。在家乡创立休闲生态观光农业庄园，让
快节奏的市民享受慢生活的同时，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5月17日上午，徐万彩带着工人在自己的葡萄园
里干活。“这里是我的家乡，30年前，我离开家乡到城市
工作。2019年5月，我又回到这里，看到这么好的土地
资源，就想着自己种植水果，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也
能带动村民一起干。”徐万彩边干活边说。

在有关部门的扶持下，徐万彩的庄园日渐成熟。
面积250亩的庄园种有葡萄、桑葚、香菇、玉米、冬瓜、
土豆等几十个品种的水果、蔬菜等，供游客采摘，其中
葡萄种植面积有60亩，每年可以采摘6万多斤葡萄。

针对水果采摘季节性的局限，徐万彩着手打造“永
无农闲”的农庄。她请来技术人员，建成20个拱形大
棚，引进“地埋香菇”技术，采购当地山林中栃树，将它
们碾成木屑，添加麦麸搅拌、杀菌后打孔注入菌种。从

注入菌种到出菇要9个月时间，香菇一年生长两茬，夏
菇和秋冬菇，这些无公害无污染的香菇，一经长大，就
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徐万彩表示，在家乡创业，感到快乐无比。她将自
己的庄园取名为林乐慢谷，就是想让生活在快节奏中
的人们到这里来放松心情，愉悦身心。徐万彩说：“现
在的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我就想让人们来到这里放慢
脚步，慢慢享受生活，在这山谷田园里面呼吸新鲜空
气。”

徐万彩还积极将自己的农业庄园打造成研学基
地，每年植树节期间，周边学校都组织学生前来开展植
树活动。今年1月，林乐慢谷被芜湖市教育局命名为
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自己富了不算富，村民共同
富了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徐万彩致富后，她提供技
术，带动周边40多户村民种植葡萄、香菇等农产品，并
帮助他们统一销售，让村民走上共同致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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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塘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曳，细雨过后，叶面
上滚落着大大小小的“珍珠”，在阳光的照射下，
散发出晶莹的光芒。“还有十几天就要长花了。”
南陵县弋江镇四连村党总支书记刘友红笑着
说。虽然有专门的农技人员打理作物，可刘友红
还是坚持每天来看几次，这些莲子、莲藕凝结着
他的心血，就像是他的“孩子”。

刘友红所在的四连村位于南陵县弋江镇北
面的东七片，是弋江镇的北大门，孤峰河、资福河
在这里交汇，水系发达。近年来，四连村以党总
支领办合作社为主导，大力发展莲子、莲藕种植，
并注册了“藕遇四连”商标。2021年，四连村获得
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村集体经济收入
开始了“三连跳”，2019 年四连村经济收入 10.08
万元，2020年34万元，2021年97.4万元。今年预
计可达150万元。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四连村在圩区内，村里多为水洼田，容易受
涝。以前村民从事传统种植业，收入很少。”看着
村庄的条件，“精明”的刘友红将目光盯在了“水”
字上。

何不因地制宜，发展不怕水淹的产业？很
快，种植莲子、莲藕就出现在他脑海里。一直以
来，四连村就有种植莲藕的传统，技术成熟，当地
的水质和土壤条件也非常适合莲子、莲藕的生
长。经过比较，刘友红又从江西引来良种。

“2020年通过试种，每亩毛利润4200元，扣除
田租、人工等成本，每亩净利润达2000多元。”刘
友红说，试种成功后，他们开始扩大了种植规模，
继而开始了同时在藕田里养殖黄鳝的尝试。

2022年1月，南陵县久红莲藕种植专业合作
社成立，该合作社是四连村党总支领办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由四连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与33位
自然人合作成立，其中四连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
社占比50%，自然人以土地入股占比36.61%，以资

金入股占比13.39%。同时，合作社还和宣城一家
公司合作，开展订单农业项目，包销产品。

“目前，合作社种植基地种植莲子、莲藕面积
300多亩。以300亩测算，按照每亩年收6季产莲
子650斤，每年可产莲子19.5万斤，如果按7元市
价可收入136.5万元。另外，藕带、黄鳝可收入18
万元，合作社一年毛利润可达154.5万元，净利润
78.5万元，村集体每年可增加30万元的收入。”刘
友红算起账来毫不含糊。受合作社的影响，村民
们也开始主动种起了莲子、莲藕。目前该村莲
子、莲藕的种植面积700多亩，还带动了周边乡村
种植了1500亩。

“清明后，种下藕种，一周时间小荷叶就会冒
出来，两个多月就能收获。一年可以连续收6次，
一直到10月底。”刘阿三是本村人，她和丈夫除了
入股久红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外，还流转了300
亩土地种植莲子、莲藕，是当地的种植大户。“以
前一直打零工，去年开始种莲子，合作社提供种
苗、技术，同时也帮助销售，一年下来收入很满
意。”刘阿三说，今年的收入会更上一层楼，因为
莲子、莲藕的种苗四年一换，今年光种苗钱就能
省下不少。

从订单农业到打响本地品牌

产品有了，如何打响“藕遇四连”品牌？刘友
红又带人去江西、山东、江苏等地跑销路、推品
牌，并大力发展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拓展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

“我们还在莲子、莲藕产品深加工上做文
章。村里投资550万元，建设莲子、莲藕生产加工
标准化厂房，发展莲子、藕粉、蜜汁糖藕等成品加
工，以工带农，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
做到产销一条龙。”刘友红介绍说，现在“藕遇四
连”品牌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产品也已远销外省。

很快，刘友红的目光又投向了休闲观光农
业 。“每当荷花开时，不少周边地区的人会来观
荷，我算了一下，人流量最高时一天会有2000多
人。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商机。”四连村于是以荷
塘月色为主题，藕文化为牵引，开始挖掘休闲观
光农业。截至目前，已建荷花观赏基地400亩，水
上栈道900米。

“人来了，吃住问题不解决，留不住客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将发展农家乐2家，特色民
宿 6 家。努力让观光旅游收入在村集体经
济收入中的占比达到30%，带动第三产业崛
起。并以产业带动就业，在增加集体收入
的同时，让部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刘友红
自豪地说。

产业发展了，四连村村民人均收入有了
显著增加，2019年该村人均收入2.63万元，2020

年村人均收入3.18万元、高于全县水平20%。
在四连村，人人都说刘友红账算
得“精”，这个“精 ”更多的是一种

赞许，不仅指刘友红的账细，
还有对他算账延伸出来的

拓展思维的认可。在刘
友红口中，村里的各
项数据总是信手拈
来 。 这 一 串 串 数
字，则记录了一座
江南村庄的致富梦
想。

坚持共建共享共富理念，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当前，湾沚区花桥镇“鸠兹湾”项目正加快推进。该项目由花
桥镇人民政府投资，安徽顶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规划设计、代建运营，项目包括乡创规划展览馆、乡创大课堂、
农创产业体验接待区、创客办公室等，致力于打造探索践行乡村振兴示范路径的未来乡村客厅。

图为乡村美景掩映中的“鸠兹湾青年创客中心”。 记者 赵丹丹 文 陈洁 摄

“鸠兹湾”里看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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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账致富账

刘友红在展示刚刚刘友红在展示刚刚
收获的藕带收获的藕带（（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