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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大坪：盆景村里的“共富大平台”
■本报记者 兰伟香 陈雅雯/文 王金洪/图

美丽庭院蝶变经济庭院

顽石与沉木搭配，组合成山石静谧的精致小景；碎瓦与沙石
流水相佐，酝酿出流水潺潺的灵动诗意……冬日的云和县白龙山
街道大坪股份经济合作社，房前屋后、庭院过道、田间地头，目之
所及皆是各式各样的盆景，或排列整齐，或错落有致，或随心所
欲，一盆一钵皆成风景。黄山松、水边红、六月雪、相思树、金豆、
黄杨、梅花……在这里，不禁令人陶醉于神奇的微观小世界，痴醉
于这浓缩的风景。

如今的大坪是有名的“云和首个盆景村”，盆景产业已经初见
共富成果，大坪村 70%的农户从事盆景产业，户均收入 8万元，收入
最高的种植户一年有 60万元，盆景已成为了云和师傅独具大坪特
色的美丽增收金名片。业内人士预测，盆景产业将是云和继玩具、
食用菌之后的第三个产业发力点。

而 20年前的大坪，这里的村民沿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坐拥青
山绿水，却苦于无法改变贫困的生活。

“你看，这是我们村过去的样子。”村民手机相册里的照片依稀
可见当年的村貌，村民们有的住平房，有的住泥房。房前鸡鸭成
群，鸡棚乱搭乱建，臭气熏天，村民们常常聚集着打牌，不少农民迫
于生计外出打工……

后来，在当地政府部门引领下，村干部梅显平、蓝良军等带领
村民们抓住旧村改造的契机，家家户户拆除了房前屋后的乱搭乱
建，转而种植美丽的盆景。

自从家家户户开始种植盆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
多年来，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了，住上了“小别墅”，村里的道路宽敞
了，外来客商络绎不绝，村庄的盆景变成了风景，家园变成了花园。

走进大坪，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盆景，或小巧玲珑，或盘根错
节，或挺拔苍翠，景色别有韵味。千姿百态的盆中山水不仅为大
坪带来了良好的环境，也带来了特色农业发展前景，带动了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小盆景成了村民的
聚宝盆，美丽庭院衍生着美丽经济。

共富工坊引领乡村振兴

如何扩大盆景产业生产规模？提高专业水平？
“只有从根源上解决，才能将盆景产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高时圣一语道破，“在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县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云和师傅、
花木盆景等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去年谋划建设了云和师傅盆
景‘共富工坊’，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整合资源，通过盆景技能培
训、生产孵化、产品展销、集中交易等各类功能的一体集成，促进盆
景行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以云和师傅盆景‘共富工坊’
带动群众共同富裕。”

云和师傅盆景“共富工坊”依托盆景产业赋能，为群众提供了
共富平台。工坊通过开设实训基地培训中心、盆景生产培育基地、
盆景集散市场等方式，让周边群众能够更加规模化、示范化发展盆
景产业。集合区域资源，为低收入农户提供相关工作岗位，培育了
一批高素质“巧手工匠”、工坊经纪人。盆景产业园建设，投资 500
余万元，是全市首个盆景交易市场，以盆景交易市场带动村集体和
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打响了大坪盆景品牌，走出了“社区+产业
园+农户”的社企合作共富新模式。

工坊里的实训基地、培训中心，每年开展盆景技能培训 1000人
次，培养一批技术型人才；盆景生产培育基地，每年可为低收入农
户提供苗木运输、盆景修剪等就业岗位 50 余个；盆景交易集散市
场，引进盆景销售专业户 40户，年产值 5000万元，带动集体经济增
收 1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200个，带动群众增收 500人。

在这里，记者看到每月培训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松柏造型”
“杂木修剪”“扦插嫁接”……山、水、树、石，自然的优美景色投影于
小小的空间里，为人们带来绝妙的艺术享受。

“我们还针对工坊的运行，建立健全了党建联建、红色管家、工
坊公约等管理制度，确保工坊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运转。云和
师傅盆景‘共富工坊’的成立，是盆景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的现
实需要，更是我们整合云和师傅、大坪盆景等人力物力各类资源，
以红绿融合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白龙山街道党委委员林海
飞表示，他们将充分发挥好部门、街道、村社以及相关协会组织的
党建联建作用，共同助力云和师傅盆景“共富工坊”越做越大、越做
越强。

小盆景架起共富金桥

“叶下枝是没用的，我们要把它剪掉，太浓密的要把它疏掉……”
在云和师傅盆景“共富工坊”里，省级盆景技师、云和师傅技能大师郑
根洪手拿工具，向村民讲解盆景疏剪技巧。还教会他们如何扦插、育
苗、治虫、修剪。

郑根洪是云和师傅盆景“共富工坊”馆长，被白龙山街道特聘
为盆景专家技术指导员，他 20多年钻研盆景，在花木盆景领域有着
非常专业的技艺。多年来，手把手教村民们种盆景，带领村民增收
致富。

郑根洪种植盆景，巧用木头、石块、绿植等原始材料探秘自
然。一棵草、一块石、一个罐，在他这里都成了宝贝。一些不起眼
的花草，经过他的栽培成了难得的艺术品。其盆景作品也多次在
省级展览比赛中获奖。

“因为热爱，所以我愿意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村
民。”郑根洪说，经过栽培的盆景，身价倍涨。“你看这盆金豆，只有
20 多厘米高，但却卖到了 6800 元。”他指着工坊里陈列的一盆盆
景自豪地说道。

在郑根洪的带领下，当地先后共有 500多人从事盆景产业，云
和先后有三人获得浙江省高级盆景技师，12人获得省盆景技师，其
中也有获得省盆景艺术大师入选资格的。

“在云和，哪里有盆景，哪里就有郑师傅的身影。”说起郑根洪，
村民们这样评价他。

除了社区居民，不少外地人员也来到“共富工坊”，向专家们请
教盆景种植技艺。“学到了很多‘干货’，我们以后也会经常到云和
师傅盆景‘共富工坊’拜师学艺。”盆景爱好者毛仁旺夫妇说，他们
经常向郑根洪学习盆景造型技术，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盆景园。

梅显平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以前在家开办农家乐，为了美
观，他在院子里摆放了几盆还魂草，“一次偶然的机会，客人吃完饭
后看到了还魂草这个小盆景，爱不释手，随即出价 50元买走。这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梅显平觉得如此不起眼的还魂草能卖钱，
那其他的小绿植就更有市场了，于是他开始摸索盆景栽培。

他一边自己看书学习，一边向郑根洪请教。两人常常一起讨
论造型的技术、修剪和布局，一投入就是几个小时，他时常忘了时
间，铺轻石、铺水苔、倒培养基土、种背景植物、铺苔藓、装饰……每

一道工序都是对心性的磨炼，很多细小的景更是得耐着性子慢慢
来。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种植的盆景是否需要
浇水、施肥。”梅显平 10 多年已经累计栽培了 2000 多盆盆景，黄
杨、针柏、胡秃子……院子里的十几个品种的盆景则是他的最爱，
一天他至少有 4个小时和这些盆景“对话”，时间久了就特别有感
情。他随手指着院子里他种的罗汉松盆景告诉记者，“这棵种了
13个年头，不少客商出价近 5万元，我没舍得卖。”

在村中盆景精品园里，云和松、六月雪、老鸦柿、黄杨、金豆等
精品盆景摆放有序，集中展示了大坪村村民盆景栽培的成果。“村
里最热闹的就是举办盆景节。”梅显平说，村民们对自己种植的盆
景满意，就会将盆景摆放到精品园里供游人欣赏。游客们赞不绝
口：“没想到在一个小山村里也能看到这么多的精品盆景……”来
自温州、杭州等地的客商纷纷前来选购，“最多的一次日销售额达
到 300 万元，9 米长的货车整整运了 8 车。村民就像过年一样开
心。”最贵的一盆黄山松卖出了 28万元的高价，梅显平说，“今年虽
然受疫情影响，但也已卖了 300盆。”

小小微观世界担纲着共富大平台，盆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正
以大坪为中心，辐射到云和乃至丽水。

村中盆景精品园

盆景技能导师梅显平在现场实操修剪盆景 梅显平与郑根洪一起讨论造型布局村民房前屋后种植的各式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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