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好“丰”景

瓜果飘香季 农户采摘忙
夏季时节，玉米、杨梅等陆续成熟，市面上的瓜果蔬菜逐渐多了起来。连

日来，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喜悦的景象。

眼下，石柱镇石柱村的水果玉米

迎来了采摘季。一个个饱满多汁的

水果玉米丰富了游客的采摘体验，更

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在石柱村，游客在村干部的带

领下兴致勃勃地走进共富田，采摘

新鲜的水果玉米。与往年传统销售

模式不同，今年石柱村创新推出采

摘 游 项 目 ，让 游 客 享 受 采 摘 的 乐

趣，大大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

度。

据了解，石柱村自 3 年前从武义

县大溪口乡引进优质水果玉米种苗

以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今年，该

村的水果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展至 20

余亩，预计亩产达1000公斤，产量和

品质均实现了显著提升。

“今年的水果玉米比去年好多

了，一个水果玉米最重的 500 克左

右，小的也有近 400 克。”石柱村村干

部任安良说。

记者了解到，这批水果玉米于今

年 3 月上旬播种，目前正值最佳采摘

期，刚上市就陆续接到了 2500 多公

斤的订单，采摘季将持续至 6 月底。

仅鲜果销售，去年该村集体就增收了

30 多万元，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重

要产业。

石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应琼玦介绍：“接下来，我们想把水果

玉米做成深加工农产品，让它的价值

越来越高，让村民的收入也越来越

高。”

玉米亩产1000公斤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在

江南街道山门头村村口，一排排杨梅

摊位整齐排列。一颗颗鲜红饱满的

杨梅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不时有游客

专程驱车前来选购。

“这里的杨梅口感好，价格也便

宜。以往杨梅每公斤十五六元，今年

10 元左右。今天刚摘了两篮，准备

带回去。”游客孙乾华说。

据了解，“江南梅好 富美同行”

第十九届永祥杨梅助农共富嘉年华

活动开幕以来，山门头村通过丰富多

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有效带动

了当地杨梅销售。

果农秦天会介绍：“活动结束后，

生意好起来了，采摘杨梅的人也比较

多。这两天杨梅价格每公斤 12 元，

自己上山采摘的话 10 元一公斤，每

天可以卖近三百公斤。”

今年杨梅采摘游持续火爆，不少

永祥杨梅的忠实顾客如约而至，专程

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游客梁书海说：“我比较喜欢吃

杨梅。永祥杨梅很出名，每年都要来

这里采摘。今天自己从山上采摘了

3篮，一共花了130元。”

果农应丽华说：“总体来说销量

还可以，三分之二是老顾客。他们提

前一天预定好，一位老顾客少的时候

买几篮，多的时候几十篮，我一个人

在这里挑挑拣拣就够忙了。”

应丽华介绍，今年杨梅的价格比

往年相对亲民一些，总体呈现出“两

头贵，中间便宜”的阶段性特征。

“前期杨梅成熟的少，价格贵。

到中间旺季，杨梅大量上市，价格就

便宜了。后期量少了，价格又高了。

这两天摘得差不多了，价格有点涨上

去了。”应丽华说。

杨梅产销两旺

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小院一角

乡村·遇见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吕红英04 YONGKANG DAILY

石柱镇后郎村
渔旅融合探“富”经

近年来，石柱镇后郎村将渔业与旅游业

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渔旅产业，打造生

态宜居乡村，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日，记

者走进后郎村，探寻致富“密码”。

漫步后郎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在眼前

铺展。色彩斑斓的墙绘点缀其间，路边的假

山、喷泉等景观正在修缮。据了解，后郎村

有 80 口鱼塘，其中 10 口正在进行生态化改

造，每口鱼塘配套建设了两个钓鱼台。鱼塘

改造工程自去年 9 月启动，预计今年 6 月底

全面竣工。竣工后，鱼塘将作为标准化养殖

场对外承包，为后郎村开辟新的营收渠道。

“我们目前推进的省级渔旅共富项目，

涵盖了栏杆美化、淤泥清理、钓鱼台修建、水

质净化以及游步道建设等内容。”后郎村村

干部郎洪武介绍，“村内还绘制了特色墙绘，

打造田园景观，硬化田埂小道，既美化了村

庄环境，又方便了村民出行。”

通过一系列建设和改造，后郎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也收获了累累硕果。2021 年至

2025 年，后郎村荣获永康市十无村、永康市

美丽乡村、金华市和美乡村等多项荣誉。

环境美了，村民的素质也提高了。在垃

圾分类工作中，该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入户分发垃圾袋，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在他们的带动下，村民们

也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营造了文

明和谐的乡村氛围。“垃圾分类推行后，村庄

变得干净整洁了。”村民陈晓初赞不绝口。

下一步，后郎村计划对村内道路进行柏

油化改造，持续提升村庄品质，为建设和谐

美丽新农村夯实基础。

融媒记者 陈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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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打造新式乡村小院

一方庭院，装载着诗情画意，也寄托了

人生情怀，在漫漫岁月中酿造属于自己的

生活韵味。在石柱镇傅阳村天表自然村，

一处独具特色的小院蓬勃“生长”，怀旧风

骨中又育新韵，极富生命力。

小院境优景美 养花治愈人心
6 月 16 日，记者走进天表自然村，从沿

村公路拐进一条小巷，潺潺水声便率先在

耳中响起。抬眼看去，一处绿意葱茏的小

院映入眼帘，小院主人俞同恩和他的妻子

陈国静正忙着打理小院。

甫一走进小院，一盆盆颜色纷繁、姿态

各异的多肉在小院两旁“夹道欢迎”。移步

深入，一方开阔庭院豁然于前。循着水声

看去，一道水流从嶙峋层叠的假山间跃出，

在茂密的铜钱草叶片上溅起串串水珠，随

后落入池中。水池清澈见底，几块长满青

苔的石头错落放置其中，几十尾彩色锦鲤

摇摆着尾鳍游戏其间，荡起层层涟漪。

院子正前方还有一个长方形水池。水

池围栏上摆满老鸦柿树盆栽，足足有三十

多盆。细看，绿叶下还挂着一颗颗青翠绿

果。老鸦柿树的根系各具造型，果型也丰

富多样，有柿子型、葫芦型、辣椒型、桂花型

等多种果型，观赏性高。

“以前，这里原是一大片草坪。由于疏

于打理，杂草疯长，整个院子看着十分杂

乱。为了有一个放松休憩的环境，我们下

定决心改造院子。”俞同恩说。

从杂乱无章、萧条凋敝到错落有致、花

红柳绿，改造后的院子焕然一新。“在朋友

家看到老鸦柿树，觉得很好看，前前后后买

了数十棵。开始时不会养，没多久就死

了。后来掌握种植方法后，才有现在的景

象。”俞同恩一边拿着剪刀将老鸦柿树上新

长的多余枝丫剪掉，一边介绍，“老鸦柿树

挂果长达半年以上，落叶后冬天就只剩一

颗颗或橙黄或火红的果子挂在枝头，十分

好看。待到春天树上会长出花芽。院子一

下从无景可看变成四季皆有景可赏。”

俞同恩夫妇平时工作繁忙，周末才回

村里。院子改造后，一盆盆用心栽种的花

木成了他们心头的牵挂，平日里也时不时

要回来看看。“像多肉，天气炎热要避雨，天

气寒冷要防冻。有时候一看天气要下雨，

我就赶回来给它们遮雨。虽然有点麻烦，

但心里喜欢。”陈国静笑着说，看似是人养

花，其实是花养人。沉浸式照料花草，让她

卸下烦恼，缓解疲惫，十分治愈人心。

老物件换新装 成为院中新风景
以前垫在木柱下的石墩子，用来放置

绿植或妆点水池围栏间隙；废弃的旧轮胎，

简单装饰后成了花盆置于矮墙之上；废旧

石制猪槽种上铜钱草，摇身一变成绿色盆

景；陶制的酒缸里不装酒，盛的是花香；沉

寂河底的石头，“上岸”砌成花圃篱笆⋯⋯

踱步院中，只见四处散落着老物件，它们承

载着岁月痕迹，在院落中演绎新故事。

水池中的流水景观很是独特。整个景

观由数个形状不一的石板堆叠而成，水流

自倾斜的陶罐口奔流而下，顺着石板凹槽

里的出水口一路向下流淌，汇入池中。一

眼看去，石板上长着深浅不一的青苔，石板

下鱼儿嬉戏，很有野趣。

“我很喜欢老物件，那个半方半圆中间

盆状的物品是以前小孩洗澡用的澡盆，中

间垫着的是小石磨，上面的是老式陶罐。

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俞

同恩指着池边的洗手台说，这是他用各种

老式石料设计搭建的。

俞同恩一直对老物件情有独钟。有了

改造院子的想法后，他就有了用老物件装

饰院子的念头。起初，他到古玩市场淘货，

陆续购买了一些石磨、石臼等。后来，亲戚

朋友知道他喜欢老物件，便会在平日里帮

他留意。时间久了，家里的老物件日益增

加，有些变了模样，有些穿上了“新衣”。

“这批陶罐是前几天我从姑姑家运回

来的。刚刚朋友发消息问我，有一些废弃

的陶罐要不要。”俞同恩笑着说，这些在别

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在他眼里却是个宝。

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石磨不下十个，陶

罐数量更多。“我会根据物件形态进行二次

创作，像有裂纹的陶罐，会根据裂纹切割出

不同形状，打造不一样的盆景。”在俞同恩

看来，这些老物件虽然不像现代工艺品制

作精细，但其表面粗糙，有一种质朴的美

感，让他看到了时光留下的痕迹，也读懂了

岁月沉淀的美。

这些老物件既有文化记忆，又有自然

美感，为俞同恩的生活增添了很多色彩。

同时，他的一些自我创作设计、搭配，也为

这些老物件带来了新生。

融媒记者 郑旭华

陈国静在打理多肉 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