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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郑惊鸿

在欧诗漫珍珠博物院一整面荣誉墙上，
150多个专利清晰地记录了欧诗漫控股集团创
始人、董事局主席沈志荣，从19岁开始，为了一
颗珍珠至善至美，摸爬滚打不懈追求半个多世
纪的心血和荣光。

传承先人技法潜心研究——
三个愣头青矢志不移
在雷甸“种”出了珍珠

说起中国以及世界珍珠发展史，沈志荣如
数家珍，言语中透露着自豪和自信。他告诉记
者，54年前国营雷甸养鱼场决定由他牵头成立
三人小组学习珍珠养殖的时候，他仅仅是高小
学历、当了 3年学徒刚刚转正的养鱼工。生产
队派老鱼工王子成去嘉兴学习，因为时局动荡
仅上两次课就中断了，带回来三张油印纸（一
张文字，两张蚌壳示意图）和一把镊子、两根铜
丝、一把医用剪刀，王子成原封不动地把这几
样东西给了沈志荣，让他们自己琢磨。“世界上
最难的是要硬着头皮去做心里没底的事。”执
着的沈志荣，决定动手试试。1967年7月-8月
盛夏时节，三个年纪不到 20的小伙子，开始扑
腾于雷甸公社周边的大小湖荡捞蚌，一个月后
千余只各色河蚌养在了三人自家水池里，而一
个小步骤就难住了：怎么不张嘴呢？盯了一整
天的沈志荣最终发现，露出水面一点点的一个
蚌尖突然张开了嘴。敏锐的沈志荣捕捉到了
这个发现，第二天拿着一个盆进行实验，获得
了成功。但马上又犯难了，一晃动，蚌壳又合
上了。从小心思灵巧的沈志荣，马上做了个卡
口竹塞。但大了，蚌很快就合不回来死了，小
了又很难操作。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蚌口最大
不能超过1厘米。

如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育珠环节，但在54
年前那个特殊年代，周边环境嘈杂，没人指导，
更没有今天便捷的互联网进行学习和交流，一
切都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包括大小工具，
比如手术刀，由于弧度的原因，剖蚌切片很不
称手，沈志荣就改用工具刀钢片，并配上了自
己做的小巧刀座。就这样，开剖雄蚌，取细胞
组织切成 1-2毫米的小切片，放入母蚌的外套
膜和结缔组织间，再放入水中。到9月底，经过
存放、实验、宰杀、插种、植株，最终存活的不过
数百只。插蚌分别装进竹篓，用竹杠挑起、石
头压着，挂放到沈志荣家旁的河道里。理论
上，一只 7公分大小的蚌可以养 40颗珍珠，但
这样的育珠实验，能否成功，沈志荣当时心里
一点都没有底。经过10多天煎熬，满怀希望拎
上来的数百个河蚌却给了他们不小的打击：好
不容易插片成功的河蚌，一大半都死了，只有

20来只存活。不服输的沈志荣，小心翼翼地把
硕果仅存的育珠蚌放回河里，再用细竹排围成
隔离圈，每天悉心照料。沈志荣坦言，“其实，
河蚌适宜插种时间是春秋两季，最忌高温。我
们一开始剖蚌就是 8月的高温时节，注定了难
以成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河蚌都适宜养珍
珠，只有10多种。”这是后话。

到了11月底晚稻收获时节，养了3个月的
河蚌，能不能有珠？三个小伙子提着篓子，屏
心静气地拿出河蚌剖开，一道亮光映入眼帘，
三张脸凑在一起细瞅：一点点黄黄的，但确实
亮晶晶的小小的透明珠，静卧在母蚌体内，一
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而这道亮光，从此一直
照着、引着沈志荣矢志不移，并携手周边的父
老乡亲一起共荣共富。

三个愣头青搞出来了？技术员们清楚地

知道，人工养殖珍珠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全
国那么多有水域的地方都在实验，如今各方专
家、技术人员极尽努力下都还没有多少进展，
难道就雷甸渔场的几个年轻人能行？

看着县里来人，心疼着已不到 20 只的珠
蚌，沈志荣用开蚌竹塞子撑着，打上电筒，那整
齐排列的珍珠囊亮亮晶晶。“真的是珍珠！”在
场的县调查组所有成员惊喜地确信：珍珠真的
培养出来了。经“鉴定”后立马给县革委会报
喜，并告知沈志荣：好生伺候，等着三年后才可
以剖蚌取珠，小心中途病变。

其实从宋朝到清初，我国都曾有人对培育
圆形珍珠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出了较为科学的
养殖理论，但由于近代连绵不绝的战事，而珍
珠养殖周期长且耗时费力，就没有很好地延续
下来。新中国成立后，1958 年周恩来总理指
示：“要把千百年落后的自然捕珠改成人工养
殖。”1964年熊大仁在广西合浦成功养殖有核
海水珍珠，之后也开始了人工淡水珍珠无核养
殖试验，但始终还没有完整的数据。让人兴奋
的是，以沈志荣为首的三个年轻人成功了！

要致富，去雷甸学养珍珠——
敞开大门办培训
养珠致富十八省

在德清雷甸镇水产村鱼文化馆听着水产

社区副主任姚建伟介绍村史，盯着粉白墙上大
事记，记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组惹眼数据：水
产大队从 1981 年开始，人均年收入达到 1241
元，排名全国第八。到 1984 年人均收入达到
2000元。“也就是说你们大队从1981年开始，全
体社员收入超过当时城里高级知识分子年人
均收入两倍，1984年开始超过当时城里高级知
识年人均收入三倍，也就是说你们大队的一个
渔民收入顶三个大学毕业的干部收入。”

听言记者惊诧话语，负责雷甸大海漾
2000 多亩珍珠养殖的张国勇纠正记者的说
法，“这是全大队 500多人的平均数，我们养殖
珍珠的社员收入更高，1971年开始，一天 12工
分，一个工分男的 7元，女的 5元，我们女工一
天收入就超过了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因
此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都无比自豪。我们全

体社员都非常感恩沈志荣这个领头人，让我
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 1983
年起，连续三届 15 年都选沈志荣当我们的书
记。每次都是全票当选。”也是这一年开始，
沈志荣带领着乡亲们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新
生活。1985 年，德清县繁殖小蚌 873 万只，插
种 26.42万只，产珠 2862斤。

走在德清城乡间，说起当年淡水珍珠养
殖大王沈志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竖
起大拇指：是沈志荣无偿为他们培训养殖技
术，让他们盖上了小楼、娶到了媳妇、过上了
滋润的日子。说起 20世纪 70-80年代跟着沈
志荣养珍珠的日子，如今已是雷甸镇项目办
负责人的高宝根，回忆起 1975 年大队当年珍
珠养殖收获了 400多斤，沈志荣带着大队几个
年轻人分别挑着担子来到上海国贸公司，珍
珠科工作人员震惊地说：“其他珍珠产地来交
货，2-3 斤了不得了，没想到雷甸珍珠是挑着
米 担 来 卖 的 。”那 时 候 1 斤 珍 珠 价 格 在
2000-3000 元左右，按最低价算，这一年雷甸
水产大队，仅仅珍珠这一项收益，当年就是天
文数字了。“挑担卖珍珠”，也让上海国贸公司
记住了德清雷甸。

为了让珍珠养殖技术造福更多地方、更多
人，1968年，德清县委决定在雷甸开办培训班，
让全县 12个水产大队选拔已经停课的年轻人
分批分期去学习养殖珍珠。沈志荣敞开大门，

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到了1970年，德清全县
插种河蚌已达 1.5万只，而这一年德清县雷甸
生产队继春天里收获的34颗实验养殖珍珠后，
秋天收获了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养殖的第一
批淡水珍珠，成功获珠4斤多，全部卖给了上海
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虽然品相不达标，但也卖
了 2000 来元上交大队部，一下子振奋了全队
部。1971年，河蚌育珠队伍进一步壮大，雷甸
水产大队育珠面积达 1000余亩，插种人员 183
人，管理人员366人。自此以后，全国各地来雷
甸学习淡水珍珠养殖者纷至沓来，超过 18
个省。

“要致富，去雷甸学养珍珠”，成为 20世纪
80年代许多乡间的标语口号。到了 80年代后
期，我国已经形成一批经济实力较强、技术水
平较高的经济实体和珍珠生产专业大户，那个

时候，养珠、卖珠的一年收入 8万到 10万元已
是稀松平常之事。90年代后期，我国珍珠年产
量达到 800至 1000吨。21世纪初中国淡水珍
珠的年产量已达到 1200 吨左右，高峰时超过
2000 吨，占全球珍珠产量的 95%以上，居世界
首位。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德清自然也成了淡水
珍珠养殖的“中心”。1995年，德清县名优特养
殖面积 6234 亩，河蚌珍珠产量 18250 公斤，产
值达到5060万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珍珠产业化
基地。2005 年，全县特种水产养殖面积 11.80
万亩，全县河蚌珍珠产量90476公斤，全县已有
养殖公司 9家，养殖场 22家，专业合作社 5家，
总产值6.24亿元。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
攻克珍珠养殖和利用
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1967年，对于沈志荣，对于德清县，对于中
国淡水珍珠养殖行业，绝对都是个值得记住的
年份。由雷甸起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人工育
珠养殖和生产。而在这背后，是沈志荣和他的
团队的艰辛探索。他们继承改良了传统河蚌
育珠生产技艺，提出了三角帆蚌是最适宜淡水
珍珠养殖的母蚌，之后在“珍珠质量提高”“三
角帆蚌人工繁殖技术”和“三角帆蚌病毒性蚌

瘟病防治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重
大突破，开启了我国现代淡水珍珠规模化科学
养殖之门。

1971年，沈志荣团队的人工繁殖三角帆蚌
获得成功，这为日后崛起的我国珍珠养殖跨越
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4年，在大海漾、
黄婆漾等水域开展的立体网箱繁育三角帆蚌
获得成功。1975年，沈志荣完成“三角帆蚌人
工繁殖技术”研究，并随后进行大面积外荡网
箱养殖，随之广泛应用于珍珠养殖的三角帆蚌
以及创新的立体网箱，让养殖出来的珍珠，其
光度、亮度、白度都大幅度提升。随着三角帆
蚌人工繁殖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我国人工淡水
珍珠养殖得到迅速发展。1982年，“三角帆蚌
人工育苗和河蚌育珠”科研成果获国家农委、
国家科委科技推广大奖。1990年彻底攻克终

结了三角帆蚌病毒性蚌瘟病，让许多养殖户起
死回生。

珍珠养殖获得了成功，如何通过延长产业
链获得更多收益，成了沈志荣面前的新课题。
在成功养殖珍珠之余，沈志荣一直记得从三国
时期珍珠就作为“行军散”被诸葛亮广为应用，
以及李时珍对珍珠美肤的记载。除了可以出
口换外汇的珍珠，还有更多辛苦养殖的珍珠因
品相卖不出价钱。怎么能让卖不上价格的珍
珠物尽其用，怎么能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从1972年开始，沈志荣就着手调查
开发珍珠美容养颜之用途，同时开始了对市
场、人才、设备的储备。

1976年沈志荣在德清建起国内第一家珍
珠综合利用企业珍珠粉厂；1982年浙江珠丽化
妆品厂创立；1983年国内首家珍珠综合科研机
构德清珍珠研究所创立。此后近 40年间沈志
荣一直执着于珍珠全产业的转化与利用。

1992年，我国步入市场经济大潮。也是从
这一年开始，沈志荣率领的欧诗漫公司将献给
世人珍珠美肤新传奇。

今年5月24日晚，李佳琦直播间欧诗漫携
旗下美白淡斑双膜组再度亮相，短短 3个小时
直播，订单数量突破 80 万+，累计售出 160 万
盒，预定人数超13.5万，销售额同比增长680%，
此次直播全线飘红，拉开了欧诗漫 618购物狂
欢的预售大幕，欧诗漫美白淡斑面膜在今年的

“618”，面膜类全网排名第一。
而创造众多新纪录背后，是欧诗漫多年来

累积的强大科研实力支撑。走过了半个多世
纪，目前欧诗漫已累计拥有各项专利156项，与
浙江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比利
时皇家医学科学院、澳洲国立大学等一批国内
外知名院所实现深度合作。近十年来，欧诗漫
拥有三大前沿核心技术——亚微米粉体技术、
珍珠多肽提纯技术、珍珠与护肤品复配技术。
即使在最淡季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年份，销售
收入也超过了50亿元大关。

今年5月7日媒体的一则报道又一次展现
出沈志荣团队的胸怀：欧诗漫向同类企业开放
独家研发并拥有专利的四大核心原料，轰动全
行业。欧诗漫此举为的是迅速做大珍珠护肤
品市场，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进一步优化现有
产业链。“当大家都使用珍珠原料时，反馈到市
场终端，就有更多消费者了解并认可珍珠原
料，需求也会随之变大。欧诗漫将以链主企业
的担当，带动整条珍珠产业链做大做强。目
前，包括某国际护肤品龙头供应商在内的 100
多家企业正与我们协商洽谈。”

在欧诗漫珍珠研究院，新添置的 7台设备
已经运营，研究人员正对珍珠活性多肽分子的
精准分离等工艺展开攻关。不久的将来，欧诗
漫自主研发的其余十多种珍珠类原料也将陆
续向市场开放。面对新消费时代，欧诗漫将再
次敞开大门，开启全民美白新浪潮。

一个个不眠之夜，沈志荣收获的是多年执
着钻研辛劳的欣慰。看着企业在不断发展壮
大，沈志荣越发感到那昏黄煤油灯下不眠的日
日夜夜是多么值得。

沈志荣，淡水珍珠养殖之继承与发展者
——探访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中）

□□ 徐道红

近期，“必胜客扶业计划”走进陕西省铜川
市耀州区，邀请当地果业专家，以“理论+实践”
的形式对农户展开产业技能培训，有效提升当
地产业标准化，推进农产品提质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该项目在由中共陕西省委网信办举
办的“2021陕西省网络公益工程”评选中获得
优秀精品项目奖。

种植有甜头，日子有奔头

“之前我家也种了七八亩苹果，但是出于
没有专业的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自己也不会
管理，果子质量参差不齐，收入也不稳定，赚一
年，赔一年。这次‘必胜客扶业计划’进入我们
村，组织资深专家给我们培训种植技术，还给
我们提供了新农具和农用物资，学了技术不

说，还不用担心果子的销售！”在铜川市柏树塬
村，脱贫后的村民宋会营把持续增收的希望寄
托在了种植自家苹果上，不断提升的种植水平
和收益，让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宋会营说：“这次‘必胜客扶业计划’带来
的专家课程让我受益匪浅，以前我们种苹果都
是‘土办法’，对于果树修剪、果树养护、农药运
用、施肥方法都没有形成科学的种植体系，很
盲目。专家老师通过‘课堂+实地教学’的形式
进行了由浅入深、全面详细的讲解，让我们更
直观地学习科学种植技术，希望这种培训今后
能越来越多！”

就业有渠道，增收有路子。
从种植到销售；从每斤3、4元到8元多，越

摘越高价；从早期的“嘎啦”到大规模的“富
士”，明年还预计发展 500亩的“秦脆”“瑞雪”；
从品种单一、丰产不丰收到品种丰富、渠道多

样；柏树塬村与苹果打交道已有30多年。
生花、定果、套袋、施肥、生果、早熟、晚

熟……这是柏树塬村农户年复一年的生活。
“我一直在从事铜川当地苹果产业相关工作，
此次和‘必胜客扶业计划’的合作，让我充分了
解到必胜客对产品品质的把控非常严格，对苹
果的外观、颜色、口感和风味等都有严格要
求。长远来看，这种体系对我们当地果农和果
业的发展、果业技术提升、果子品质提升都有
很大的助力，不仅让农户收获更快，还为农产
品找到更好的销路。”

据悉，必胜客母公司“百胜中国”的果蔬管
理体系对种植基地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从种植
基地的选择到土壤水源安全、农药管理、肥料
使用等方面都有全面的管理标准。“今后，我们
会和必胜客品牌紧密联系，多方学习，加强培
训管理，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通过打通农户
和品牌渠道，真正把当地苹果产业品牌叫响叫
亮，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随着‘必胜客扶业计
划’的加持，让农户的好果子登上了必胜客的
餐桌。”陕西高塬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任
雪焘告诉笔者。

帮扶多举措，公益新思路

在“惠农”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领域，依
托“品牌推广”服务，让健康生态的农产品能够

进入到城市居民的餐桌上，不仅拓展农户增收
空间，也让城市居民吃上“放心”的农产品。

2018年，必胜客凭借“百胜中国”供应链管
理方面的独有优势和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结
合“产业扶持”和“食材开发”，推出“必胜客扶
业计划”，挖掘偏远地区的优质食材，制成佳
肴，同时为当地农户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3
年多来，扶业计划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从云
南到贵州再到陕西，该项目始终在针对当地的
实际情况，完善自身的助农方式。项目推出以
来，已先后将云南松露、贵州火龙果等优质产
品研发成美食搬上餐桌。

2020年“必胜客扶业计划”延伸至陕西省
铜川市耀州区，铜川苹果纳入百胜中国供应链
体系，登上了必胜客的餐桌。2021年底，“必胜
客扶业计划”拨付专款用于提升耀州区苹果农
户的产业技能培训。

项目在耀州区小丘镇、关庄镇、石柱镇等
多个苹果主产区开展，已针对“建园、土肥水管
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防治、苹果低质
低效园改造提升技术要点”完成12场专家培训
课程，参与人数达到 800余人。本次培训致力
于提升农民产业标准化生产技能水平，培养一
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农民”，有力促进当
地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必胜客以“授人以渔”的公益理念拉动贫
困地区产品销售，更因创新模式促进当地产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公益助农注入更多可能的
同时，让消费者享受到“舌尖上的美味”。

“必胜客扶业计划”助力铜川乡村振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
玲）12月 17日，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十四五”期间长江流域将新增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 7 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高到
78%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下降。

据了解，经过30多年水土流失治理，长江
流域已实现水土流失面积由增至减历史性转
变，长江上游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然而，长江上
游水土保持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
防治水土流失任务艰巨，仍有 22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仅金沙江下游、嘉陵
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就达4万平方公里；另一

方面，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主阵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长江上游水土保
持工作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十分紧迫。

针对当前工作形势，“十四五”期间，长江
流域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防治水土
流失。通过推动协同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构建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
系，出台江河源头、重要水源地、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等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措施，加大长
江经济带坡耕地综合治理力度。

据统计，长江上游“十三五”期间累计完
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
盖率达 47.8%，兴修梯田 960 万亩，种植经果
林1976万亩，超过600万群众受益。

到2025年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8%以上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
丹）太湖县的水稻蔺草和稻虾种养班、长丰县
的草莓种植班、怀宁县的蓝莓班……安徽省
农业农村厅围绕各地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推
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实施订单式培训，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转型升级。

围绕发展休闲旅游、农事体验、电子商务
等新产业新业态，将电商人才和休闲农业服
务人员等列入培训对象，近两年培训电商人
才 3300 余人、休闲农业服务人员 2000 余人。
大力发展“旅游+”“电商+”特色农业模式，促
进三产融合发展，各地涌现出一批新兴本土
化自主电商品牌。针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
需要，开展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

培育。为有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充
分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融合培训，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伴
随式学习支持服务。紧扣新阶段新要求，认
真落实农业农村部工作部署，及时将退捕渔
民、农机手等列为培训对象，将党史教育、提
高农民科学素质、农业防灾减灾等纳入培训
内容，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面对农
村文化青年的学历需求，联合省教育厅启动
实施“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鼓励
支持高素质农民参加高职扩招学历教育，
2019、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招录农民群体考
生 1.92万名，约占安徽省高职扩招录取总数
的11%。

安徽：瞄准产业和需求培训农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乡村振兴，首要在于产业振兴，而产业振
兴最离不开人才支撑。如今，一批有为青年也
开始回到乡村，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将现代
管理与乡味风情融合，形成了创业带就业的倍
增效应，他们带领农民增收，为农村发展带来
了新希望、注入了新活力。

1995年出生的陈勇就是这样一位返乡创
业青年。他把城市里网红集装箱装修风格与
乡村森林风貌风味相结合，给游客带来了一段
舌尖上的奇妙之旅。他说，振兴乡村是一件浪
漫的事情。

今年 26 岁的陈勇，是一个高挑的白净小
伙。初中毕业的他做过木工、当过 KTV 服务

生……5 年前，妻子怀孕了，这让陈勇高兴不
已，可在城市里的生活压力着实不小，听乡亲
说，“美心红酒小镇”已经让家乡所在的重庆市
涪陵区蔺市街道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
陈勇的出生地泡桐村正在旅游景区里，这让陈
勇下决心回乡就业，给妻儿更好的生活。

回到家乡，勤奋好学的陈勇在一家餐厅一
路从服务员做到了管理者。随着景区人气越
来越旺，让回到家乡的陈勇，萌生了在餐饮行
业发展的念头。几年后，家里二胎出生，陈勇
再次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恰好景区索道连
接的乡村振兴项目就在他的家乡泡桐村，陈勇
盘下了泡桐村的柴火鸡店面，与景区公司合伙
联营，并请来周边的乡亲们当服务员，从此开
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陈勇告诉记者，从城市回到家乡，以前在
城市里每天熬夜的习惯不知不觉有了改变，以
前迷恋的网购、刷短视频、在商圈超市里逛吃
等消遣玩耍的方式被在森林露营、到葡萄园里
喂鸡鸭，一有空就带孩子去捞鱼等所取代。

现在，陈勇越来越喜欢在山林间寻找灵感，
把一些“杂草”通过稍微打扮就化身成了店里装
饰品。他说，柴火鸡是乡愁情感的连接点，他想
通过柴火鸡把家乡的一草一木分享给大家，想
给来游玩的游客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

“现代都市的人们长时间远离自然与森
林，大家都是用天然气做饭，更是忘了那遥远
的生火做饭的年代。”陈勇回忆，自己经常想念
老家土锅土灶烧出来的菜，有一股迷人的烟火
气，在外打工的时候，十分想念这个味道！正

好公司正在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在葡萄园里养
殖了漫山遍野的溜达鸡。于是就萌生了想做
这种充满人情味和乡情味农家美食的念头。

陈勇戏称，这是一种游走于米其林之外的
另类味觉体系，让红酒小镇的柴火鸡沾满了烟
火之气。他想把这家店开成网红店，自己就是
代言人。

陈勇告诉记者，回乡创业的好处就是能够
照顾到一家老小，就算很累的时候，看着女儿
和儿子在身边嬉闹，也会突然间精神百倍。以
前在景区 6号餐厅按时上下班，只有节假日人
多的时候会加班，但现在自己做老板后才发现
创业的不容易，几乎从早忙到晚，不过很充实。

“每天看着自己的店一点一点装修完善，
看着自己的柴火鸡越做越好，客人越来越多，
看着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很有成就感！这种成
就感是外面漂泊所没有的，我的心在这里，我
的家在这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振兴乡村是
一件很浪漫的事。”陈勇说。

95后返乡创业者：振兴乡村是一件浪漫的事

欧诗漫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沈志荣。

本报讯 每逢周六，山东沂水县富官庄
镇志愿者个个身着红马甲，女同志提着大
桶，装着抹布、洗衣粉、肥皂、小型消毒喷雾
器、鞋刷等保洁工具，男同志则扛着扫帚，
一行人热情洋溢地走在村里地小巷里，行
走的那“一抹红”营造了节日间“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自开展“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寸草心
志愿服务活动以来，富官庄镇以“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目标，坚持以党

建“穿针引线”，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创新
服务形式，拓展服务内容，将寸草心志愿
服务行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立足
于群众“急难愁盼”做好“志愿服务+”结
合文章，围绕新任村“两委”班子“开门
一件事”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从村
庄发展、重点工作落实和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为着力点，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疫情防控等多项民生实事
服务工作。 田宝宗 马传信

山东沂水富官庄镇“画”出服务群众最大“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