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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永洪 2015 年
回乡创业，成立了遂昌
睿鑫生态养殖专业合
作社，自此开启了长达
近10年的甲鱼养殖之
路。由于仿野生养殖，
应永洪养殖的甲鱼生
产速度偏慢、产量相对
偏低，而且要经过4年
时间才能上市销售，但
因为品质好，一经上市
便得到市场青睐。今
年春节期间，应永洪的
甲鱼仅半个月就卖了
近1000斤，单价约120
元一斤，加上前期的销
售，2024年至今甲鱼销
售量达到3000多斤，产
值接近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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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景宁畲族自治县澄照乡
三石村的茶青交易市场人来人往，茶
农、茶商们根据茶青的采摘品质和新
鲜程度互相议价，现场十分热闹。“今
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购了大概 3
万斤茶青，产值在 80万元左右。”景宁
贡茶家庭农场负责人夏忠伟说。

作为景宁全县农业主产区、工业
主战场、人口集聚主平台，澄照乡立足
特色推进惠明茶产业发展，全面促进
农民增收；加快建设特色产业平台，增
强工业发展后劲，以“产业+项目”拓宽
共同富裕特色路。

澄照乡是景宁惠明茶主产区，种
植茶叶是当地富民强村的主要途径。
为了让茶叶的采摘与运输更加便利，
去年 11月，三石村以“四好农村路”建
设为契机，对茶园沿线道路进行了拓
宽和提升。

这条 6公里的道路建成后，将方便
周边几个村 2万多亩茶园的生产和运
输。三石村党总支书记陈兴和告诉记
者，提升后的道路，还将成为一条连接
茶园风光与特色产业的靓丽纽带，为培
育茶旅融合新业态打下基础。“我们增
设了 2000多米的茶园游步道，种植了
1000多棵樱花树，希望能够打造最美
茶园，吸引游客前来游玩。”陈兴和说。

近年来，三石村通过扩大茶园面
积、提升加工水平等系列举措，带动茶
产业提质增效、茶农持续增收。目前
茶园种植面积已达 5400余亩，村民人
均收入 3.5 万余元。去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 180 万元，陈兴和预估今年能够
突破 200万元。

如果说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源
头活水，那么重大项目则是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引擎。在位于澄照乡的浙江

景宁特色产业平台一期项目四格区块
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以饱满的干劲，抢
抓施工黄金期，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
度条”。

“四格区块目前主要正在推进给
排水、电力管网等工程，后续还将实施
燃气管道和通信管道的铺设。目前施
工已经完成了总项目的 70%左右。”项
目现场施工负责人乔峰介绍。

浙江景宁特色产业平台项目的高
效推进是澄照乡以“全周期管理、全要
素保障、全流程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的生动注解。2024年，澄照乡共实
施建设项目 59个，总投资约 1.6亿元。

从层峦叠翠的万亩茶园，到热火
朝天的项目现场，在“产业+项目”的双
轮驱动下，去年一年，全乡各村村集体
收入都达到 120 万元以上，经营性收
入 1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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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杨 潇 汪峰立
通讯员 吴锗珊

近 年 来 ，仁 岸
村集体引导推动樱
桃种植向规模化、
集约化转型，联合
农业专家成立技术
团队，推广避雨栽
培、有机肥替代等
绿色种植技术，将
樱 桃 糖 度 提 升 至
20%以上。同时，通
过“早熟+晚熟”品
种搭配，将采摘期
从 15 天 延 长 至 40
天，错峰上市效益
显著。

澄照乡立足特
色推进惠明茶产业
发展，全面促进农
民增收；加快建设
特色产业平台，增
强工业发展后劲，
以“产业+项目”拓
宽 共 同 富 裕 特 色
路。去年一年，全
乡各村村集体收入
都达到 120 万元以
上，经营性收入 100
万元以上。

■乡村振兴“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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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遂昌睿鑫生态养殖
基地一派繁忙景象，负责人应
永洪正在熟练地为杭州客户打
包甲鱼。从称重到装箱不过一
分钟的娴熟操作，折射出应永
洪这位返乡创业者深耕甲鱼养
殖近十年的深厚积淀。

应永洪是遂昌县湖山乡红
星坪村人，早年曾在杭州、绍兴
等地打工。2015 年，他敏锐嗅
到商机后便回乡创业，成立了
遂昌睿鑫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自此开启了长达近 10 年的
甲鱼养殖之路。

“我在外打工时，得知甲鱼
深受市场欢迎，而且当时农家
乐产业发展迅速，家乡也没有
人专业从事甲鱼养殖工作。我
若是回来养殖甲鱼，一定会有
发展空间。”应永洪辞掉工作，
回乡开启了创业之旅。

要想养殖出好甲鱼，场地
是首要条件。应永洪深知，光
照充足、水质优良是甲鱼健康
成长的关键。于是，在多处寻
找对比后，他看上了村里一块
闲置的田地，并通过合理规划
设计打造起如今的养殖基地。

“家乡环境优、水质好，再
加上科学的技术，养殖出的甲
鱼品质肯定不会差。”有过水产
专业学习经历的应永洪从一开
始便轻车熟路，尤其是对甲鱼
物种的选择更是有自己独特的
见解。

“国内市场上甲鱼种类很
多，但我认为中华鳖这个品种
是最好的。虽然国外有些种类
的甲鱼长得快、长得大，但口感
相差很多，国人还是喜欢食用
中华鳖。”应永洪向记者普及了
专业知识。

为追求极致品质，应永洪
独创“仿野生”养殖模式。在投
喂鱼粉和饲料的同时，还会增
加鲜鱼、鲜虾等天然食材，并且
长期保持池塘内的水流动，让
甲鱼在接近野生的情况下自然
生长。

由于仿野生养殖，应永洪
养殖的甲鱼生产速度偏慢、产
量相对偏低，而且要经过 4 年
时间才能上市销售，这也导致
他的前期投入较大。幸运的
是，在经历这个阶段后，应永洪
养殖的甲鱼因为品质好，一经
上市便得到市场青睐，有时甚
至供不应求。

科技赋能让传统养殖焕发
新活力。2023 年，应永洪还在
遂昌县科技局的帮助下，成功
引进了一套甲鱼健身系统，不
仅能让甲鱼离开池塘后拥有储
藏之所，延长销售时间，还能通
过控制温度让甲鱼消耗脂肪，
从而进一步提升品质和口感。

正因如此，今年春节期间，
应永洪的甲鱼格外畅销，仅半
个月就卖了近 1000 斤，单价约
120元一斤。此外，加上前期的
销售，2024 年至今甲鱼销售量
达到 3000 多斤，产值接近 40 万
元。

如今，睿鑫甲鱼不仅是杭
城高端餐饮的指定食材，更化
身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面对
未来，这位新农人眼中闪着光
芒：“我会持续探索甲鱼养殖的
新模式、新技术，并在保障品质
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养殖规模，
争取让更多人品尝到甲鱼的美
味。”

这些天，在缙云县舒洪镇仁岸
村，漫山遍野的樱桃树缀满了果实，
游客挎着竹篮穿梭林间采摘，果农何
君军举着手机直播吆喝：“我们缙云
的红妃樱桃皮薄肉厚，可以冷链发货
也可以现场采摘！”短短两小时，他直
播间里的订单突破 500单。这片曾经

“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山村，如今凭
借一颗颗樱桃，闯出了一条农旅融合
的致富路。

仁岸村三面环山、水质清冽，得天
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当地水果产业
的蓬勃发展。十几年前，这里还以传
统农作物种植为主，村民收入微薄。
转机出现在 2016年，村集体瞄准市场
需求，引进短柄、红缨、红妃等樱桃品
种，目前全村樱桃种植面积超 500亩，
每亩樱桃的产值超过 2万元。

“樱桃虽小，但‘身价’可不低。”果
农何君军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
人。他介绍，自己种植的三种樱桃各
有特色，早熟的短柄果肉爽脆，红缨甜

度高耐储存，而晚熟的红妃因种植难
度大、产量稀缺，每斤售价达到 50
元。“红妃需要精细化管理，温度、湿度
差一点都不行，但因为口感甜，有滋
味，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仁岸樱桃产业的崛起，离不开对
品质和市场的精准把控。近年来，村
集体不但引导推动樱桃种植向规模
化、集约化转型，还联合农业专家成立
技术团队，推广避雨栽培、有机肥替代
等绿色种植技术，将樱桃糖度提升至
20%以上。同时，通过“早熟+晚熟”品
种搭配，将采摘期从 15 天延长至 40
天，错峰上市效益显著。

何君军的“致富经”更折射出产业
升级的缩影。他不仅通过电商直播打
开销路，还将樱桃园打造成采摘体验
基地，除了本地的游客，更吸引了不少
来自周边县市的游客前来体验。“周末
的时候游客特别多，采摘结束后，他们
也在我们的樱桃园内购买樱桃带回
家。人多的时候，仅凭采摘体验的单

日收入就能达到 5000元。”何君军说，
今年樱桃季，他的果园接待游客超
1000人次，人均季节性收入达 5万至 6
万元。

站在樱桃园里，何君军有了下一
步的规划：“明年我们想搭建起智能大
棚，多试种像‘黑珍珠’这类的稀缺品
种，还要申请绿色食品认证。”而仁岸
村的规划更为长远——打造集种植、
加工、研学、康养于一体的“水果小
镇”，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端上“生态
碗”，吃上“四季饭”。

樱桃产业的“爆红”只是仁岸村水
果版图的一角。依托生态优势，村里
构建起多元化的产业矩阵：4 月份的
樱桃、6 月份的杨梅、8 月的覆盆子。
目前，仁岸村现有水果种植总面积超
3000 亩，年综合产值近亿元，先后获
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浙江省生态
文化基地”。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全村 90%以上村民参与水
果产业，户均年增收 3.8万元。

缙云仁岸：漫山樱桃红 振兴“味”更浓

应永洪在察看鳖苗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