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札记

■荣怡婷

作为平湖打造“写在大地上的‘新仓经验’”宏伟
场景的具象化体现，新仓“合作之源·杉水共富”和美
乡村示范片区正呼之欲出。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连着
三天“驻”在新仓，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聊农业、
谈变化、话发展，见证“合美新仓”景美、业兴、活力足
的脉动。

回想起 2个多月前，初见郁野·杉水旅游度假区
时，还是一幅萧瑟、冷寂的样子。眼下，当初的那份寂
静变成了热闹，民宿群的装修声不绝，野米饭、露营等
新业态繁花盛开，还有不少上海、杭州等周边城市游
客前来踏青、赏景……这些从无到有的变化，让人惊
喜，更为惊叹。

这份“惊喜”，在共富蔬菜岛被放到了最大。大棚
里，由“设施沙培+精准管控”模式下培育出来的芹菜
鲜嫩脆爽，产量比传统土培高了50%；园区内，无人运
输车四处奔波，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高效运转，
新技术、新设备“大显身手”；控制中心内，高高挂起的
条幅上印着芹菜、辣椒等蔬菜，形象憨态可掬、表情丰
富生动……原来，当农业跳出“面朝黄土”的传统模
式，与科技、文旅、设计等元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时，能够催生出如此喜人的发展图景。这些在跨界处
生长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焕发
新活力。

如果说“新”是这片田园带给人的主要观感，那么
“青”便是最深感触。在新仓采访时，从年轻人口中听
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农场！”起初，
还很疑惑为何“农场”会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理想
国”？在后来的深入访谈中，才明白这群年轻人对于
土地的热爱，起点很纯粹，目标却异常坚定。在这里，
他们带着现代与传统的独特视角，通过文创、短视频
等新形式活化“沉睡的土地”，进一步促进技术、信息、
资金等要素流向乡村，同时也将农产品、乡村文化输
出到城市，架起了“城乡桥梁”。

正所谓“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
穷”。一群群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人才涌
入乡村，在用泥土丈量理想之际，也开辟出了一条从

“输血”到“造血”的乡村蝶变之路。从多元合作、多
方受益的规模化共富大棚，到科技感满满、青春味十
足的“新生”共富蔬菜岛，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为这
座江南小镇增添了不少亮色，也诠释了乡村振兴从
不是单维度的“突围”，而是土地、产业与人的三重
奏。

70年前，一纸结合合同创造了“新仓经验”。今
天，站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杉水”如画，产业迭
变，青春跃动，“合作之源”正绽放出更多惊喜与期
待。

与土地的“深情告白”

新农人出击，玩出农田新花样

新业态涌现，激发农业新活力
暮春时节，新仓迎来了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时

期，嫩绿的秧苗在水田间铺开棋格，油菜花海尚未
褪尽金黄，而比春光更热闹的，是这座千年古镇涌
动的消费新业态。

前段时间，数十个灶台一字排开，随着柴火点
燃，野米饭的香气萦绕在郁野·杉水旅游度假区。
一场平湖周末·乡村野米饭生活季活动，让“项目建
设丰富消费新业态”具象化，激发了郁野·杉水旅游
度假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蓬勃动力。

作为集农业观光、水上运动、农旅度假于一体
的合作小镇“新农景”，郁野·杉水旅游度假区有何
魅力带动农业农村实现新发展？在度假区总经理
曹杨栋看来，“新业态”是关键词。

站在独栋精品餐厅远眺，整个度假园区尽收
眼底。梯田景观与金黄油菜花海交相辉映，展示
出农村独特的美学风光。郁野水栈酒店、枫林小
馆、中小型宴会厅等餐饮消费业态点缀其中。几
幢民宿的建设也到了主楼的收尾阶段，苏格兰城
堡风的景观装饰，让度假区融合田园诗意与异域
风情。“9月民宿完成建设之后，这里就将形成吃、
住、赏、玩一体的新型农业场景，亲子研学、银发康
养、水上运动等活动应有尽有，能够满足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看着度假区轮廓日渐清晰，曹杨栋眼
中充满期待。

在园区西北侧，早已对外营业的漾里花园营地
人气兴旺。这方由闲置农房爆改而来，集野趣土灶

饭、森林下午茶、水上撒欢、火盆烧烤于一体的乡野
营地，烟火气浓厚，成为消费者的青睐之地。“不久
之后，营地周边还将建成宠物乐园以及宠物友好酒
店，打造一个休闲、自然的度假空间。”曹杨栋说。

田园度假之风还未吹过，稻田里的咖啡味就已
“跃跃欲试”。在杉青港村的千亩农田里，一座正在
装修的咖啡馆格外吸人眼球。与传统的咖啡馆不
同，稻田咖啡馆不仅提供咖啡、西餐等“标配”，还别
出心裁地设置了越野摩托展示区、儿童游玩区、书
吧等活动区域，丰富稻田咖啡馆的业态场景，打造
真正具有稻香味、田园风的休闲场所。

线下业态不断涌现，临沪花卉产业园则兴起了
一条线上线下消费业态融合发展的新图景。产业
园已与周边 60多位花农合作，在网络店铺、直播平
台上，让花卉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实现花卉产
业园线下观光、线上销售的消费新业态。在娜丫头
园艺的生产基地里，经常可以看到游客来到大棚赏
花，并现场完成交易的“一站式”场景，还有不少游
客从上海、杭州等地特地驱车而来添置花卉。而娜
丫头园艺的负责人赵娜也在生产基地里搭起了一
个简易的直播间，几盆应季花卉摆成一圈，拿起手
机就开始直播。“通过线上渠道，我们销售花卉两万
多单，实现年销售额 50多万元，70%左右的花卉品
牌服务于线上销售。”赵娜说。

如今，在新仓，不断完善的新业态让农村不再
单调，传统的春耕季正变成乡村体验的“黄金周”。

新项目领跑，汇聚发展新动能
当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落点新仓，一幅新时代

的“富春山居图”便在这里徐徐展开。
作为“新仓经验”的发源地，农业是新仓的立身

之本。随着乡村振兴的号角声越发嘹亮，一个个农
文旅项目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着一场田间变革
的“大戏”。

最近，双红村党委书记庄雪斌心情有些激
动，村里盼望许久的芽菜项目终于动土开工了。
双红村是农产品种植大村，一度被认为是新仓

“经济作物的百科全书”，但这也侧面反映了村
里缺乏拳头农产品的事实。“芽菜项目总占地约
30 亩，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将实现日生产能力
120 吨的芽苗产品，年产值 1.2 亿元，生产基地将
覆盖培育、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多个环节。
项目建成后，村里也就有了代表性的农产品。”
庄雪斌边说边拿出项目图，眼里满是项目建成后
的期待。芽菜项目一期将在今年六、七月份完成
建设，届时这里将成为华东地区芽菜产品的重要
供应商。

为何要发展拳头农产品？庄雪斌表示，通过芽
菜项目，不仅能解决村里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能
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经济，提升村级品牌的知名度。

“我们正在探索新的合作模式，通过农业项目实现
集体受益。”对未来发展，庄雪斌满怀憧憬。在芽菜
项目有序推进的同时，村里还计划利用闲置宅基
地，鼓励农户开展红薯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

体化，以合作的形式，探索一条从一产走向二产的
新发展道路。

随着“合作之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区
加快建设，一个个项目如星光点点洒落在新仓各
村。位于杉青港村的共富蔬菜岛滋养出农业发展
浓浓的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的农业设备、无人化的
种植形态、智能化的管理模式，将新时代农业生产
的想象照进现实。“邻居”洁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同
样上演着一场“种子革命”，破解了羊肚菌等珍贵食
用菌产量低的难题。而不远处的蓝莓共富大棚，则
展现出另一种勃勃生机，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
头，村民穿梭于簇丛之间采摘，好一幅“乡土沃野春
耕图”。

“我们这里有 5500多盆蓝莓，在精细种植下蓝
莓直径普遍可达30至32毫米，每天可以采摘下100
多斤。”蓝莓共富大棚基地主管任雪庭说。作为村
里的共富项目，这里的蓝莓大棚采用智能控温、智
能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蓝莓生产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实现稳产高品质。

“目前，片区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 95%，沿线各
项目均已落地开花结果。”新仓镇副镇长施园峰
说。项目支撑起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也让“合作
之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充满发展的朝
气与活力。这个曾经以“新仓经验”闻名的乡镇，正
用三产融合的实践，书写着新时代的“归去来兮
辞”。

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电话/85018103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黄雨欣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宇青

SHENYIDU

深 度C2 平湖版11

■■记者记者 荣怡婷荣怡婷 林旭东林旭东 通讯员通讯员 陈明远陈明远 王王 鑫鑫 摄影摄影 王王 强强

在在在“““合作之源合作之源合作之源”””触摸乡村触摸乡村触摸乡村“““未来式未来式未来式”””
———新仓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建设纪实—新仓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建设纪实

核心提示：以“合作之源·杉水共富”为轴，6个村
错位发展、串珠成链，57.6平方公里土地统一整合、再
生利用，擘画出和美乡村示范片区新图景。

近年来，新仓以土地重整激活共富密码，以三产
融合重塑乡村肌理，一场以“合作”为底色、以“共生”
为目标的乡村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春花遍野之
际，记者走进“合作之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建设现场，访新农人、探新乡建、赏新风景、品新村
味，感受“写在大地上的新时代‘新仓经验’”。

食用菌智能化生产食用菌智能化生产

新农人陆文远创新产品新农人陆文远创新产品

野米饭引客来野米饭引客来

度假区景色美度假区景色美

新农人王陶然扎根乡村新农人王陶然扎根乡村

“白天种菜，晚上砸墙”，这是王陶然近期的生活状
态。记者见到她时，这位“00后”姑娘正头戴草帽，手
拿剪刀准备下田。“趁时间还早，先把番茄收一下，等晚
点木工师傅到了，再去店里做个花架。”王陶然一边说
着，一边娴熟地剪下一串红彤彤的果实。

王陶然口中的小店便是稻田咖啡馆，这座由农村
老宅改造而来的“村咖”小屋，是她扎根乡村沃土的“梦
工厂”。2024年，编导专业出身的王陶然辞掉新闻记
者工作，毅然来到新仓投身乡村建设，成为当地稻田咖
啡馆的主理人。大半年时间，王陶然都在和土地“打交

道”，育种、采摘、建屋舍，每天忙得不
可开交。但正如她所说，“和农田打交
道是一项‘慢’工程，得把心沉下来。”

她也确实这样做了。利用新媒体
运营优势，王陶然在小红书、抖音、视

频号等平台，记录下
自己的田园生活，

“倒计时100天，建设
稻田咖啡馆”“2001
年木工初成记”“大
学怎么种番茄”……
凭借创意点子，王陶
然的农业事业逐渐
步入正轨，也吸引了
不少年轻人关注乡
村、来到乡村。目
前，团队已吸纳近
10 名成员，大家一
起从事农事活动、乡

村运营等，共同编织青年建设乡村的美好未来。
和美乡村的蝶变焕新，既要有新产业的融入，更要

有青年人才的奔赴。如今，放眼新仓广袤田野，处处活
跃着青年朝气蓬勃的身影，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施
展才华、绽放光芒，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能量。

这段时间，位于杉青港村的共富蔬菜岛热闹极
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农人相聚于此，以农会友，共话
发展——怀揣着对现代农业的好奇与热情，“90后”产
品设计师吕洒俊加入了平湖新农人培育孵化营，参与
到“椒能觉醒计划”的开发设计中，为蔬菜设计卡通形
象、赋能专属昵称，实现了从城市格子间到田间地头的

“跨界”转身。吧台前，2002年出生的陆文远正精心制
作辣椒特调饮料，暴雨线椒、末日泡椒、彩虹彩椒、美人
椒王……每一款创意十足、色彩艳丽的饮品，都凝聚着
年轻人对乡村的独到见解。头顶艳阳天，脚踏黄土地，
湖北小伙袁碰穿梭在现代化智能大棚间，开关电动卷
膜、采收新鲜蔬菜，认真经营着38亩土地，让“生态农场
梦”的种子茁壮成长……一位位有想法、有本领的青年
人才相继涌入，用激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与憧憬。

“新时代的农村，是青年人大有可为的舞台。”看
着随片区建设逐步构建起来的人才新生态，施园峰感
到由衷地欣喜，“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来到新仓，扎根
乡村、大显身手，我们也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去年，
新仓盘活闲置用地，改造出占地约 500平方米的“青
创小院”，广邀人才在乡村创新创业，青年人才们可在
此共享办公资源，进行农创合作。今年 2月，小院迎
来了首批新农人，他们白天深入田间参与农事，晚上
一同阅读观影、畅谈未来，用青春和热情重新定义乡
村生活。

蓝莓共富大棚采摘忙蓝莓共富大棚采摘忙

郁野郁野··杉水旅游度假区杉水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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