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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词，看不见、摸不着，让人
有些缥缈，又心生憧憬。前些年，浙江
提出“未来乡村”后，已拨动了不少人的
心弦，渴望一睹其面容。如今在这一概
念的发轫地——浙西衢州市，当地衢江
区又试图构造出“未来农业”的模样。
经过近两年的刻画，面纱仿佛正在被慢
慢揭开，高科技范、共富基因、三产融合
成为关键词。

不久前，笔者来到衢江区高家未来
农业园区。该园区一期占地102亩，主
要以产业孵化、技术推广、科普展览、休
闲观光、农耕教育等功能为主。3个玻
璃温室最有看头，一众最新的高效栽培
模式，以及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琳琅
满目，自去年10月亮相以来人气十足。

如今，负责管理运营这一示范园的
是之江农业发展（衢州市衢江区）有限
公司，该公司由物产中大融资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寿光市产投集团和衢江农投
集团共同组建。专业团队干专业事，组
织化创新让示范园得以“昂首挺立”。

任光昌是“寿光产投”派驻在此的
“大管家”，据他介绍，除了前3个馆的
示范展示，更大的奥妙在后头6个连栋
大棚。“你看这个棚，大概7亩地，去年
试验了 22 个辣椒品种，今年进一步缩
小范围，考察耐寒性、丰产性等指标，还
有哪款辣椒最好卖。选定后，农户跟着
种就行了。”任光昌说。

“寿光模式”的优势在产前、产中和
产后的全链式服务，根据作物特性，合
理安排种植结构，再利用错季上市的时
间差，来提升溢价空间。衢江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杜莹莹介绍，示范园二期布局
的是各类温室大棚，建设完将交由农户
承包经营，之江农业公司负责品种、技
术、销售等托底服务，“这样一来，农户

不用大笔投入，也无市场风险之忧，夫
妻二人可轻松管理 3 个棚，收入很可
观。”

如果高科技范和共富基因是示范
园的两大特质，还有一大亮点莫过于

“未来农业”与“未来乡村”的交相辉
映。乡村的农文旅融合，产业是基础，
否则光谈文旅，对于缺乏名川大山、名
胜古迹、名人故居的绝大部分村庄而
言，就如同空中楼阁，难有竞争优势，但
倘若与产业充分交融，就能衍生出奇妙
反应，实现彼此赋能。

盈川村自古便是水上货运的集散
中心，“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曾在
这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借助沿江

“诗画风光带”的建设，依托初唐特色民
俗和杨炯文化风情，村里发展民宿经
济，共有3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五一”
小长假里，逛完村子，再到示范园内体
验农趣，成了很多人的共同选择。

得益于三产融合的理念，去年，盈
川村全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50 万人次，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21
万元，增加到去年的 92 万元，两年间，
村民人均收入直接增加了 1.26 万元。
眼下，先进数字化设施农业种植模式正
从高家镇日渐成型后，向莲花、周家等
乡镇辐射扩面，带动本地农民承包种
植。

同样立足产村融合描绘“未来农
业”的，还有峡川镇。近几年，该镇谋划
了“清水稻渔共养”“隐柿东坪大唐遗
梦”宿集、芝溪游食农庄、“柿子乐园”等
21 个项目，其中大理村“跑步鸡”共富
基地项目马上就能投产，届时，15个配
套鸡棚可年出栏“跑步鸡”3万羽，为村
集体增加15万元净收入。

此外，以“芝溪沿岸”为主轴，峡川

镇还持续推进溪边躺营、滨水乐园、房
车营地、邻里中心、小镇客厅等项目，并
联袂衢江燕园数字花菇产业园项目，串
联起一条集农业种植、青年旅居、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共富产业带。投资1.2亿
元、占地约130亩的花菇产业园建成运
营后，预计可为附近村民提供百余个就
业岗位，带动所在自然村户均增收1.5
万元。

除了区级和镇域层面的统筹布局，
在一个个新型经营主体内部，也尝试着
将“未来农业”加速变成现实。来自福
建的陈建飞是个“菌菇迷”，从事该行已
有 31 年，2008 年来到衢江创办食用菌
种植厂，两年前几乎倾囊投资 2600 多
万元，建设了一个食用菌数字化产业
园。

笔者在“菇乐农业”的菇房里，见到
了“金光闪闪”的黄金耳。“像这条制棒
生产线，过去人工接种，得 13 个人；现
在全自动，只需两个人，每天就能做出
1万棒。每个环节，都有精细化的数字
控制，整个厂子只需5个人。”谈到此番
升级，陈建飞颇为自豪。

既然取名产业园，陈建飞的版图肯
定不止眼前的 30 亩地，其更大谋划是

“共富合伙人行动计划”：通过推广迷你
小菇房，以及执行包菌种、包技术、包回
收的“三包”服务，探索多元合作方式，
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其中，让小小菌菇为
大伙撑起“共富伞”。

衢江区委书记王慧杰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以工业思维发展“未来农
业”，坚持招大引强、强化科技赋能和推
动延链强链，不断做优“土”“特”“产”三
篇文章，打响特色品牌，促进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拓宽农业增产、增值、增效空
间。

“未来农业”在“浙”里揭开面纱
朱海洋

每当夜幕降临，江西省浮梁县臧湾
乡马墩口村的小广场上总是热闹非凡，
村民们有的跳广场舞，有的打陀螺，还
有的散步聊天，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个
人脸上。“我们村原来垃圾成堆、牛栏旱
厕气味难闻，现在村子里变得干净多
了，住得越来越舒服了。”正在小广场下
棋的村民朱启兴开心地告诉笔者。

村庄清洁人清爽。马墩口村的变
化是浮梁县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扮靓村
庄的缩影。如今的浮梁县尽是绿水青
山，田园村舍处处如诗如画，精致的“小
美”聚合成全域气派的“大美”。

近年来，浮梁县把宣传动员农民、
教育引导农民贯穿村庄清洁行动的全
过程，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有效推
动村庄清洁行动扎实深入长效开展。

在村庄清洁行动之初，浮梁县建
立“线上+线下”宣传矩阵为群众转观
念、改习惯。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自媒体动员倡议，发布转发相关
宣传报道超 500 篇；线下开展“小手拉
大手”活动，组织村庄清洁行动“进校
园入课堂”集中宣讲等系列活动，覆盖
中小学生近 2 万人，努力做到教育一
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
庄、美丽整个乡村。如今村民的卫生
习惯已悄然改变。

“这里还有树叶！”“那块我去扫！”
在勒功乡沧溪村，一只由11位老党员组
成的“老朱”志愿服务队每天都出现在

沧溪村的街头巷尾。“一听到我们扫灰
铲土的响声，在家的村民纷纷拿着扫帚
加入我们。”志愿队的领头人朱来茂自
豪地说：“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村里就
扫干净了！”

近年来，浮梁县建立志愿服务“积
分制”，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
调动志愿者参与环境整治积极性和主
动性。浮梁县整合“浮红飘香”“河小
青”等30余支志愿服务力量，紧扣爱国
卫生运动、村组清洁春季专项行动等活
动，截至目前，全县注册志愿者5.2万人，
累积开展村庄清洁等人居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活动1.2万余人次。

就在朱来茂带着老伙计们清扫村
里垃圾时，峙滩镇流口村光辉组妇女组
长章新兰已开始准备端午节的活动材
料。

“村里过端午节一直有打扫庭院、
挂艾枝的习俗，我们要提前做好‘迎端
午·清洁家园’行动倡议书，到时候带着
村民一起扫院子。”章新兰一边制作庭
院清洁指南一边介绍：“今年我们还把
科学杀菌消毒知识写在了手册里，提高
村民的清洁意识。”

浮梁县在发动群众过程中，注重深
挖传统习俗，结合村民不同节日的习惯
动员群众参与到村庄清洁行动中，比如
结合端午“驱虫防病”、六月“晒霉晒
虫”、腊八“扫屋除尘”、除夕“沐浴净身”
等。通过制作清洁指南手册及宣传片，

传播家居清洁、垃圾分类、庭院美化等
知识，引导群众增强文明卫生意识，使
优美的生活环境、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
人们内在自觉要求。

此外，浮梁县实施全域旅游发展
战略，挖掘释放清洁环境的经济价值，
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提升群众对村庄
清洁的认同感参与感。2023 年全县新
增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 1 家，3A 级乡
村旅游景点 9 个，发展“四证齐全”民
宿 132 家。

江西浮梁县：

人人参与“靓”乡村
朱凌青 鲍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