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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农业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更好地融合两岸优势，增进互信认同，实现合作共赢，自2015年开始，农业农村部每年组织台湾“杰出农民”代表到大陆参访交流，与

大陆“十佳农民”面对面座谈，到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农业园区实地考察，分享技术经验，增进情感交融，共话乡村振兴，碰撞出思想火花，谋划出合作发展机遇。
尽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部分交流活动未能如期举办，但这一良好的交流对话传统却在台湾农民创业园里得到保持、延续。日前，本报记者先后赴四川成都、浙江仙居、福建漳平

三地台湾农民创业园，见证记录了三场大陆农民和台湾农民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开展的对话交流活动。通过讲述两岸优秀农民的个体故事，展示两岸农业的各自优势和大陆农业的发展现状，帮
助读者了解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两岸融合发展的优势以及广阔的合作空间。

孙泽富孙泽富（（左左））和徐进发正在对话和徐进发正在对话。。

两岸农业合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
梅。”古时浙江杨梅曾因苏东坡的赞美而名
满天下，如今这小小的红色果实更是万千
梅农的致富法宝。去年 10月起，娄荣杏在
村内做起杨梅大棚，今年 4 月开始尝试大
棚避雨技术，为家中 20 亩杨梅林穿上“新
衣”，从传统种植转向智能化管理，娄荣杏
成为仙居本地杨梅种植方面的带头人。

“85 后”台湾青年江冠谊 2017 年进驻
浙江仙居台湾农民创业园，如今他的果园
已有面积一亩左右的火龙果大棚 135 个，
果树 7.2万棵，年产量达到了 70多万斤，种
植的“尚翔大红”红心火龙果销往台州、金
华以及福建部分地区。

江冠谊带着如何进入杨梅产业、继续扩
展事业版图等问题，向娄荣杏请教取经。两

人就解决农业生产中“老龄化”危机、农产品
精深加工、数字化科技农业等方面展开对话。

娄荣杏：目前仙居杨梅种植“老龄化”
问题比较突出，都是年纪五六十岁到七八
十岁的人从事这个行业，采摘杨梅的工人
都很难找。但我听说台湾现在都是年轻人
在做农业。

江冠谊：台湾确实如此，爷爷传给爸爸，
爸爸再传给儿子，一家几代从事农业生产。
我舅舅在台湾种植火龙果，当我自己进入这
个行业，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从包装到副
食品，增加年轻人喜欢的元素，让大家看到
未来前景，才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娄荣杏：这正是我做大棚杨梅的初衷，
因为大棚跟露天种植的效益不同，主要走
高端农业路线，收入更高。今年我的大棚
杨梅，40颗售价780元，都供不应求。高品
质杨梅完全可以打造成高端礼品，不用担

心 销 路 问
题。目前我
的经营理念
就是生态、精
品、高效，希
望吸引更多
年轻人积极
参与。毕竟
做农业非常
辛苦，很多年
轻人想到农
业就以为需
要自己去拿

锄头，自己去施肥，自己去撒农药。
江冠谊：其实我们年轻人不怕吃苦。台

湾很多硕士、博士，毕业之后依然回到家里，
接手父辈的农业，他们自己也背着包、拿着
锄头下田干活。我们家历代经商，我就希望
换个行业试试，当初去舅舅在南投县的火龙
果园学习，每天早晨5点起床，5点半要到基
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经常超过 8 个小
时，那一阵子我瘦了近20斤，非常辛苦。

娄荣杏：仙居杨梅种植面积14万亩，今
年全县杨梅产值能达到 10亿元左右，几乎
全民都在做杨梅生意。目前我们也在做杨
梅深加工，杨梅酥、杨梅汁、杨梅酒等系列
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在整个中国来说，杨
梅是小产业，但在我们仙居，杨梅可是非常
重要的支柱产业。

江冠谊：听您这么讲，我都想进军杨梅
产业了。仙居杨梅的主要优势何在？

娄荣杏：“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仙居，县
内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山有 109 座，永安
溪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常年云雾缭绕、雨水
充沛，种植的杨梅核小肉厚、细腻鲜嫩、口
感酸甜，独特的地理气候正是仙居杨梅口
感出众的原因。不夸张地说，杨梅离开仙
居，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江冠谊：大棚杨梅的日常管理和采摘
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娄荣杏：浇水、施肥、捕虫、温度调节，
手机上操作就搞定。不用天天往山上跑，
节省人力不说，还比以前结果更多，果子质
量更好。以前杨梅季如果遇上下雨，山坡

上泥泞湿滑，采摘工人爬树很容易摔伤。
大棚弄起来之后，下雨不滑，棚内的钢架方
便攀爬，另外精细化管理之后，杨梅的果实
更大，采摘起来也更方便。

江冠谊：杨梅的技术培训如何解决？
娄荣杏：我们有产销班、农业班，看谁

家种得好，也会统一去学习。仙居杨梅协
会有13个分会，覆盖3000多人。通过技术
培训也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信息共享。

江冠谊：台湾有先进理念和全新加工
方式，非常期待跟娄大哥一起合作。我希
望在杨梅产品中增加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元
素，例如杨梅酥、杨梅酒、杨梅饮料，如何分
装得更精致、包装得更独特。

娄荣杏：我也有此想法，把杨梅种好，
通过江老弟把台湾的深加工企业吸引过
来，真正做到精品杨梅，提高产品附加值。
我们接下来要依靠科学继续提升杨梅品
质，同时增加机械化设备减少人工劳动力。

娄荣杏，男，浙江仙居人，现担任仙居
采鲜农场负责人、仙居县杨梅协会副秘书
长。长期从事水果种植、花卉培育工作，在
杨梅施肥、田间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2018
年在东西合作扶贫四川旺苍的杨梅项目中
担任主力技术指导。

江冠谊，男，台湾南投人，现任仙居尚翔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学学习自
动化工程专业，心中却有一个“田园梦”。
2017年只身北上，来到浙江仙居台湾农民创
业园正式开启自己的火龙果创业生涯。

两岸农民合作把小杨梅做成大产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

两岸茶产业同根同源，文化认同感强，不少来到大陆创业的台
商台农选择投身茶产业。在福建省漳平市官田乡，台农陈耘嘉祖孙
三代先后返乡，投资家乡茶产业，创办了集茶叶种植、旅游观光、品
茗住宿为一体的岳山嘉茗茶庄园。同时，陈耘嘉也因此结识了很多
当地茶人。郭献斌是当地一位多年从事茶叶种植、加工和贸易的资
深茶人，对当地茶产业发展非常熟悉。拥有不同背景和不同经历的
两岸茶人，在互动交往中探索乡村发展机遇。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近日，秋忙中偷闲，两位爱茶
人难得席坐品茶，共话茶品牌茶文化建设，畅聊茶旅融合，乡村发展。

陈耘嘉：老郭，来尝尝这款蜜香乌龙。这款茶有强烈的香气，很甜口。
郭献斌：确实好喝，喉韵也好，唇齿生香。咱们官田这边海拔高，

茶园都在山上，种出来的茶品质很好，茶商都愿意来收。但现在茶园
效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茶的品牌没有做
起来。你们的品牌是自己设计打造的吗？

陈耘嘉：是的。我们的品牌结合了企业自己的特点。岳山嘉茗里
的“岳山”是我爷爷陈岳山的名字。他是书法家，漳平官田是我们的家
乡。最早，他携全家回乡扫墓，看到家乡风景优美，气候适宜，就想到
要回乡投资。2005年，父亲陈宪智在爷爷的鼓励下，承包了 600亩的
茶园种植高山茶。2015年，我也辞掉了在台北的工程师的工作，来到
这里建成了现在的岳山嘉茗茶庄园。

所以说，“岳山嘉茗”这个茶品牌，秉持了我们家的传承概念，将
台湾的经营理念、祖父的书法、父亲种的茶和我自己的茶道艺术等元
素有机结合，展现茶香墨韵、三代传承的精神，也将茶的风味、香气、
情感传达给每一位客人。

郭献斌：你们祖孙三代的故事我也有所了解。你父亲刚来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上山的路还是土路，很难走，一到下雨天我们
就下不了山。现在，这里从一座荒山变成了这么漂亮的茶园，村里也因
为道路的修通发展得越来越好。你来了之后，变化就更大了。

陈耘嘉：我做了很多转型。以前我父亲也只做茶叶批发，我来之
后开始推广“岳山嘉茗”茶品牌。茶园管理上也有转型，以前是强调
产量，现在更加精细化。我们现在主打自然生态理念，使用一些有机
肥，尽量减少除草剂等农药的使用，用人工除草，杂草又可以做肥料，
尽最大可能实现茶园生态可持续。

郭献斌：生态绿色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
转型。

陈耘嘉：是的。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生态特色产品，比如这款有蜜
香风味的茶。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虫来啃咬茶叶。其
中一种虫叫小绿叶蝉，茶叶被它叮咬之后就散发出天然的蜜香，我们
就以蜜香特色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品。

郭献斌：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款茶的销路怎么样？
陈耘嘉：销路蛮好的。除了打造品牌、丰富产品，我又建了茶馆

民宿、观光茶厂。很多客人来玩，除了品茶住宿，还可以到茶园里采
茶，到茶厂里炒茶，亲身感受茶文化；同时，我们也把环保跟生态永
续的这些理念带给客人，让客人知道，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保
护茶园的土地。

郭献斌：对，这种住在山里、亲手采茶制茶，对城市里人来说一定
是种别样的体验。说到这里，我也计划着将来做民宿，做茶旅融合，
你有哪些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陈耘嘉：民宿的话，首先是房屋的设计和建设。一方面考虑现代
人的审美，另一方面考虑跟周围环境的融合。在“岳山嘉茗”，每一个
房间都利用了落地窗，方便大家欣赏美丽的景致。其次是房间的内
部设施要卫生便利，满足客人的居住需求。再次是餐饮方面。因为
山上村里也没有餐厅饭店，我们养了土鸡土鸭，种了一些菜，从村里
请了一位阿姨做厨师，给客人们做饭。

除了在房间里就能看到的山景、湖景、日出、云海、茶园，我们
还设计了很多体验的项目。以茶文化为主，我们推出采茶、制茶、
炒茶、茶道、茶染这些元素和活动，让客人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
充实。

郭献斌：我的茶园那边也有一些独特的风景，开发出来之后，游客能去的地方
就更多了。有时间，我想请你去帮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布景，在什么地方建设，给我
提提建议。

陈耘嘉：没有问题。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一起抱团发展，产生一种集聚效应。
我们可以挖掘官田当地的特色，把不同的景点、民宿、茶园串联起来，客人们可以从
山下玩到山上，去不同的村子走一走，品尝不同的茶品，吃到不同的土特产。这样
不仅可以带动茶叶销售，还能带动水果等农产品的销售，增加村民的收入。

郭献斌：大家一起做，官田的乡村旅游也容易做出名气。乡村旅游发展了，也
能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年轻人就会愿意回乡工作。乡村振兴，还是要吸引更多像你
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将更多的新理念、新方式带回乡村来。

陈耘嘉：对，我们现在就尽量把平台搭建好。有了一定基础后，就可以找更多
的年轻人一起回来合作，茶旅项目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乡村也会越
来越兴旺。

郭献斌，男，福建惠安人。从事茶叶生产加工16年，现为福建漳平云聚茶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2012-2017年曾担任漳平茶叶协会副会长。

陈耘嘉，男，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福建漳平。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
与管理系，曾在台湾知名科技公司担任绿色环保产品工程师，并在业余时间研习茶
道，创办茶道艺术社。后追随父亲来到大陆创建岳山嘉茗茶庄园，现为漳平市岳山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陈耘嘉获评“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称号。

品
茶
话
振
兴
：
茶
旅
融
合
给
乡
村
带
来
更
多
机
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彭瑶

时隔4年，孙泽富和徐进发再次畅谈于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台湾农民创业园。这
些年孙泽富一直忙于把金堂县的脐橙产业
做大做强，作为“全国十佳农民”，又是当地
果农的致富带头人，他感觉肩上有沉甸甸的
责任，而徐进发作为农业产业咨询专家，则
一直奔忙在大陆各地台湾农民创业园和农
业产业园，积极服务于当地农村产业整体发
展。这次久违的相聚，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孙泽富：徐老师您好，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 2017 年我去台湾
学习的时候。这几年我根据自己从事的柑
橘产业，也做了乡村旅游和农旅结合的一
些尝试，有些成效，也遇到一些困惑和问
题，正好趁今天的机会向您请教。

徐进发：这几年我一直在大陆从事推
动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工作，也经常来成
都，很高兴今天能跟你一起交流分享。不
知现在你们的柑橘种植园面积有多大？

孙泽富：我们金堂县三溪镇的柑橘种
植面积有3万多亩。

徐进发：那是很大一个规模了。除了
生产销售鲜果，最近有什么其他规划吗？

孙泽富：您知道，我们在柑橘产业这一
块推广了留树保鲜技术，当年 11月成熟的
脐橙可以留树保鲜到来年四五月采摘，这样
一方面能够缓解集中上市的压力，实现反季
节销售，带动果农增收；另一方面，4月又正
是橙花盛开之时，所以就会出现“花果同树”
这样一个奇妙的自然景观，我们就想充分利
用这一景观优势开发乡村旅游，吸引周边的
市民来赏花尝果，把我们的产业提档升级，
以此来推动整个乡村的振兴。

徐进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花
果同树”是一个能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词，
可以立刻呈现出坐在柑橘树下，闻着花香、
吃着果品的美好乡村场景，由此可以延伸
出一个很长的价值链。这几年我看到大陆
农业的三产融合意识一直在增强，大家都
认识到农业产业的价值不能局限于一产
上。除了进行品种创新、品种改良或者品
种多元化之外，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现
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

孙泽富：我们是很希望在三产融合方
面有更多突破的，但感觉思路上还是有局限
性。现在我们的二产主要是初加工，简单说
只是洗选跟分类包装，然后再通过传统的批
发市场以及电商上市销售，基本上还是局限
于对果品本身的一个处理，深加工方面做得
还不够，产品附加值提升也有限。

徐进发：农产品其实也有个“2080 法
则”，比如以你的柑橘为例，20%是品质最

好的果品，通过洗选包装可以凭借其高品
质高颜值卖出很高的溢价，剩下 80%就可
以在深加工上做文章，争取最大的附加值，
而不一定非得参与鲜果市场的激烈竞争。

农产品加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柑橘
能加工成什么？我们很容易想到果干、果
茶、果汁，其实把思路放大，还有很多种可
能。比如现在大家都提倡植物护肤，柑橘
不就是很好的原材料吗？我女儿在台湾就
已经研发出了以橙花为原料的护手霜和以
韭菜为原料的植物染料，很受市场欢迎。
延伸开去，你的柑橘是不是还可以做成香
皂、精油、洗发水？或者做成冰淇淋、蛋糕、
糖果？既体现农产品本身的精华，又充满
创意的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是十倍百倍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卖鲜果一年中只能卖几个
月，其他时间基本没有收入，通过产品深加
工，一年365天，收益是源源不断的。

孙泽富：您说的这些创意让人很有启
发，看来在二产上我们也还有很大的挖掘
空间。另外我想跟您聊聊三产，我们这几
年也在探索乡村旅游，包括民宿呀、餐饮
呀，但这些大家都在做，同质性比较强，不
够有特色，缺少自己的品牌。

徐进发：你们的柑橘园可以做的事情
太多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打造一个“柑橘小
镇”？街道、餐厅、民宿……走到哪里都能看
到很多精心设计的柑橘元素。再设计一
些柑橘元素的衍生品，比如手办、杯子、背
包……甚至可以让游客在柑橘园现场体验
手工皂的制作，这是不是比在超市里去购买
商品有意思得多？编一首有自己小镇特色
的柑橘歌曲、柑橘舞蹈，请村民们表演，带动
游客一起歌舞，是不是很有氛围？让柑橘通
过形象、味道、声音等，全方面建立自己的独
特识别系统，通过文化带动乡村旅游。

此外，现在很多城里的小朋友都没见过
柑橘树，不知道关于柑橘的生命故事。你们
可以做柑橘的科普基地，建立柑橘博物馆，

跟学校幼儿园合作，通过田间教学让小朋友
了解关于柑橘的生长故事，了解不同品种的
柑橘长什么样子，是什么味道，可以做成哪
些有用的东西，做一些手工艺品，侧重科普
的趣味性和体验性，增加对农业的兴趣和对
土地的感情。小朋友觉得有意思了，是不是
会反复来？是不是会带着家长来？“我要去
柑橘小镇玩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品牌效应
就出来了？这个品牌会成为当地政府、企
业、集体经济、农户共同的财富，大家都会去
更好地建设它维护它，这也是我们说的共同
富裕的一个具体可行的落地方式。

孙泽富：这个思路真是太好了，我回去好
好琢磨琢磨。但还有一个问题，农业有一个
淡季和一个旺季，相应的乡村旅游也就有了
淡季和旺季。这几年我们投入很多做了餐
厅、旅馆，到了花果同树这样旺季的时候，生
意确实很不错，但是到了淡季的时候，就很少
有消费者来了，我们的餐饮、民宿维护成本和
人工成本并没有明显减少，这就给我们带来
很大运营压力。我想请教您，有没有什么比
较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淡季不那么“淡”？

徐进发：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代表
性，一针见血。不要说农业的淡季旺季了，
就算是工作日和周末，休闲农业的人气都
是天壤之别。周末的时候客人多，服务人
员忙不过来，服务品质下降；周一到周五又
清闲得不得了，服务人员的工资又得照
发。怎么办？为了勉强平衡成本，只能提
高周末的服务价格，这就导致很多乡村民
宿周末的价格比城里高档酒店价格还高。
乡村旅游本应当物美价廉，应当能成为城
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对城乡融合发
展是有利的，但是周末高昂的价格阻挡了
很多普通消费者的脚步。放到一周来看是
这个情况，放到一年来看就是你说的农业
淡季旺季的情况，本质都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现在的情形下需要我们通
过调整经营方式、丰富产品内容去引导。我

举个例子，成都市近郊有个村子的鱼头火锅
很有名，但他们也面临工作日无事可干的情
况。我跟他们讲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扩大
收益增长点。他们的厨房场地设施和厨师
人力资源都是现成的，工作日是不是可以做
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作？鱼头是不是可以做
加工？火锅底料是不是可以做加工？加工
好之后放到冷库冷柜里面，一方面可以通过
物流系统做快递、做外卖，另一方面作为一
种便于携带的商品可以供客人现场选购，这
不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收益吗？

你们的柑橘园，在淡季就做好产品深加
工，让旺季里的服务员也能变成淡季里的加
工厂工人。另外，要善于利用好价格差异
性。不论是小朋友来研学科普，还是企业员
工来搞团建，你拉开工作日和周末的价格
差，这样就会引导相当一部分人把活动放在
工作日进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方法。

孙泽富：徐老师，今天听您讲了这么多，
感觉方向更清晰了，也更有信心。干农业不
容易，需要长期的投入建设，我们镇上的柑
橘产业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的，
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规模的扩大，
然后到新世纪，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规模
才达到现在3万多亩的，这是两三代人干出
来的，我对柑橘产业真是很有感情。

徐进发：你说的很对，农业是一个很有
魅力的产业，它是可持续的，是有温度的，它
会让你接触越久越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做农
业要有定力有规划，眼光要长远，千万不要听
说最近什么比较流行什么卖得好，就扔掉自
己的特色优势产业一窝蜂去跟风，盲目追市
场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得不偿失的。你们做了
两三代人了，只要继续好好做下去，当地年轻
人就会对农业有信心，对乡村振兴有信心，我
们的下一代就不必非得流向一线城市，会愿
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美丽的愿景去奋斗。

孙泽富，男，四川金堂人，现任四川省成
都市三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成都市金堂县金溪水果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成都市金堂县三溪镇脐橙产业协
会理事长，2007年当选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
代表。曾获得“全国十佳农民”“全国惠农兴
村科普带头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四川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徐进发，男，台湾台中人，现任台湾中
华农业创新学会理事长、川台农业合作乡
村振兴台湾专家智库成员、广东省梅江台
创园农业发展顾问、北京市平谷区乡创文
旅智库导师等多项职务。具有多年的农村
产业发展及小区营造辅导工作执行经验，
长期致力于推进两岸农业合作、改善农民
生计、提升农业价值。

推进产业融合 筑梦乡村振兴

本版图片均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岩 刘硕颖 摄

陈耘嘉陈耘嘉（（左左））和郭献斌在对话和郭献斌在对话。。

人物链接人物链接

娄荣杏娄荣杏（（右右））和江冠谊在对话和江冠谊在对话。。

人物链接人物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