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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林业局公布了首批“一亩山万元钱”科技推广高质量示范基地名单，丽水 16 家基地成功入选，是全省上
榜最多的地级市。

以兴林富民工程为抓手，这些年，丽水大力推广“一亩山万元钱”林下经营模式，以“合作社+基地+农户”有效推进
产业的组织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不断释放“绿色红利”。

香榧、薄壳山核桃、油茶、铁皮石斛、三叶青、多花黄精、花卉苗木、珍贵树种⋯⋯“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在保护
生态的过程中，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林地产
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仅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通过“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推广，山区新增产值就达
27.47 亿元。

与此同时，发展林下经济为山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村民增收闯出了一条新路。据测算，“一亩山万元钱”能促
进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1900 多元。

本期深度报道走进生机勃勃的丽水大山，聚焦“一亩山万元钱”的示范典型，展现山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向共同富
裕的“丽水精彩”。

两三年后，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白鹤村进行的
“一亩山万元钱”实践，就能释放出最大价值。

2013 年，景宁人何建平带着诸暨一家林业开发公
司的资金、技术，以及一棵棵香榧树苗，一头扎进了白
鹤村的荒山里，成立了景宁立勤香榧有限公司。

在过去 8 年间，何建平及其团队陆续投入 8000 多
万元，对当地 6000多亩荒山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整和开
发。去年，第一批种下的香榧苗开始批量挂果，产生了
第一笔收益。

投入大、难度高、回报周期长——何建平投身的香
榧产业，曾被外界视为“赔本的买卖”。

然而，选择默默坚守的何建平内心却很笃定。“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场承载着白鹤村乡村振
兴、农民共同富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好戏”，现在刚
刚启幕。

产业赋能，激发荒山新活力

何建平所在基地的核心地块，叫“三亩丘”。
这个在地图上搜不到的地名，是当地人为了区分

一个个山头随意取的“土称呼”。在白鹤村的山上，像
“三亩丘”这样的小山头有数百个，山林面积达 1.4 万
亩。

2013 年前，因白鹤村地处偏远，“三亩丘”们籍籍
无名。如何唤醒这些“沉睡”的丰厚资源，成为白鹤村
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2013 年，转机出现。通过招商引资，立勤香榧有
限公司正式入驻白鹤村建设香榧基地。

“香榧树挺娇气的，适合种植的区域并不多，北纬
30度左右的坡地是很理想的选择，白鹤村的条件可谓
得天独厚。”何建平代表总公司在景宁做前期考察时，
第一眼便相中了离白鹤村不远的数千亩闲置荒山。

尽管山林已抛荒，但白鹤村民依旧视其若珍宝，盼
望着合适的项目入驻，带动全村致富。于是，出乎何建
平的预料，项目落地之初，遇到了不少阻力——“香榧
产业见效太慢”“这么难伺候的树，肯定种不活”⋯⋯质
疑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人工栽培香榧树的难度很大，树木生长周期又
长，单是养护树苗就得花两三年，嫁接成功后还得再种
两三年，至少要七八年后才能等到挂果。高产的香榧
树，树龄至少十五六年，耗时确实久。”何建平坦言，农
村选择新产业倾向于“现实主义”——越是短期、快速
能挣到钱的作物，越容易受到农民青睐，推而广之的
难度也越小，而香榧显然不属于这类选项。

为了调动村民转产的积极性，一份颇具创造性的
村企合作协议应运而生——白鹤村民以山林入股，将
土地流转给诸暨立勤香榧种植专业团队，流转期限为
50年，头 20年以每亩 50元的价格收取土地流转费用，
20年后不再收取租费，项目产生的收益由农户和企业
二八分成，50年后香榧树及土地全部交归户主。

幸运的是，这个在景宁当地并无先例的农业引进
项目，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当时，白鹤村是个经济
比较落后的小山村，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通村路，盘山
的黄泥路面到处坑坑洼洼，对产业发展很不利。”令何

建平意外的是，在详细了解了香榧产业的发展情况
后，县里拨出专款修建了 5公里水泥盘山路，电力、水
利、林业等部门通力配合，在短短数月间便解决了企业
在白鹤村落地的种种难题。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这项新产业的发展，景宁全面
提高了香榧基地的农业补贴，每亩从 700 元上调至
2000 元，创下浙江省新高，这意味着立勤公司的香榧
基地在不需要追加投资的情况下，就能扩大一倍以上
的规模。

由此带来的最直观改变是，过去名不见经传的“三
亩丘”，因成为浙江省连片面积最大香榧种植基地的地
块名，而被外界所知。关于这座荒山的蜕变，自此正式
拉开序幕。

以点带面，发挥产业乘数效应

每隔几天，何建平便会开车在不断扩大的种植基
地里兜一圈。从 2013年兜一圈只需几分钟，到现在需
要半个多小时，白鹤村人怎么也没想到，昔日荒山真的
变成了“金山”。

而这座“金山”，最终会全部归村民所有。“最难的
是前 20 年的苗木养护，30 年后的香榧树，抗虫、抗病、
抗冻能力都很强，基本不需要特殊照料，而且能连续挂
果七八十年，亩均纯利润超过 5 万元。建这个香榧基
地，相当于给白鹤村民建了一个‘香榧银行’。”白鹤村
党总支部徐一明说。

为了让农民看到“香榧银行”的高收益，2013 年，
何建平从诸暨调运了许多 13-17年树龄的大苗：“得让
村民直观感受一下。”

“我们鼓励村民在堂前屋后、空闲土地上散种香榧
树，市场价 90元一株的 7年龄香榧苗，白鹤村民只要
花 30 元就能买到，而后续的养护管理，则由公司的技
术员负责跟进。”尽管只是刚能结果的小苗，但白鹤村
民的购买热情并不低。这几年，散种在白鹤村的香榧
林已经超过 70亩。

“有了核心基地的示范效应，现在白鹤村民已经不
觉得花十几年时间种树不划算了。现在村里家家户户
都种着香榧苗，很多人管它们叫‘摇钱树’。”徐一明告
诉记者，关于未来，村民们算清了一笔账，“按目前高
产林亩均 5 万元的纯利润计算，50 年后的白鹤村单是
香榧一项的净收入，每年就能达到 3亿元，这对于过去
生活并不富裕的白鹤村民而言，太具有吸引力和激励
价值了。”

事实上，对于白鹤村民而言，生活的改变已经不需
要前瞻的视野，只需要关注当下。

尽管这些年，香榧基地一直是投入大于产出，但是
村民的收益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每一年的租金收入
总是如约而至，这两年总租费平均每年超过 30 万元。
同时，村集体每年也有 2万元的收入。

除此，越来越多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家住澄
照乡的下山脱贫户兰岩进，于 2014 年受雇于立勤公
司，担任苗木管理员，挣到了人生中最丰厚的收入：“我
都 60岁了，还能拿到 5万元‘年薪’，过去想都没想过。”

目前，30多名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民在香榧基地就

业，除了包吃包住，每月还能领 4000 元工资。在选拔
苗木管理员时，何建平将机会留给了生活条件较困难
的农户，“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值持续提升，未来
的用工需求也会继续增加，本地人能获得的就业岗位
会越来越多。”何建平说。

延伸链条，青山释放更大价值

在三亩丘，何建平像导游一样带着记者参观了基
地的办公区和香榧园。

办公区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四合院，墙上一幅幅宣
传画记录着基地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拥有‘铁崖’

‘立勤’‘畲乡榧院’三个注册商标。这两年，第一批种
植的香榧苗开始批量挂果，率先在市场推出的‘畲乡榧
院’产品挑选优质大果加工而成，比普通香榧产品价格
翻了一倍。”

卖香榧干果，只是立勤公司产业化的第一步。
在四合院后方的一块空地上，一座香榧产品研发

中心即将诞生。它将与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研
发团队合作，致力于香榧产业加工自动化、香榧油及其
衍生产品等方面的研发。

目前，位于杭州的团队已牵头成立了浙江食尚健
康科技研究院，聘请浙江大学陈启和教授为院长，形成
了一定的香榧衍生产品开发技术储备。

走出四合院，沿着平坦的林道上行，率先映入眼帘
的是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香榧树。除了种香榧，整个
基地还“藏”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合作建设的 100 亩大砧良种嫁接示范基地，以及 20
万株规模的香榧无纺布容器育苗基地。这些年，基地
还与县林业局合作完成了丽水市地方标准《香榧无纺
布容器育苗技术规程》《香榧定砧嫁接建园技术标准》
和《香榧采收及炒制加工技术规程》的制定。

在一棵棵香榧树下，可以看到“林下经济”的蓬勃
发展。

2013 年，初来乍到的立勤公司并不急于密植新
苗，而是在栽下首批香榧树的同时，雇用当地农民在
基地套种大豆。何建平说，大豆根系浅，并不影响香榧
苗生长，而且能将空气中的氮元素通过根瘤菌的固氮
作用保留在土壤中，增加土地肥力，“发展农产业，目光
就该长远些，耐心把种植基础夯实。”

从此开始，何建平的“林下经济”版图越做越大。
八年来，何建平一面种植香榧，一面利用林间空地种植
菊花、覆盆子、黄精、黄桃等经济作物，如今已达 1000
多亩。

往基地深处走，可以看到一个碧绿的蓄水池，宛若
镶嵌在林间的湖泊。站在稍高的位置，何建平指着下
方的“湖光山色”告诉记者，未来，这里将打造一个康养
度假中心，实现“香榧种植+休闲观光+文化推广”的

“农文旅”融合发展。
不断延长的产业链，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起绿水青

山的美好图景。“山还是那座山，但思路一变天地宽。
只要赋予山更高更深更远的生产方式，‘一亩山’就能
变出数不清的‘万元钱’。”何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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