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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田园的“规划师”——赵银锋

□□ 朱跃军 应佳丽 陶佳宁 朱伟跃 郑丽佳 蓝王燕

田野、村庄中，汗水滴下，种子萌发希望；山林、远山里，一群人忘我耕耘。“千万工程”
历经20年风雨兼程，深刻改变了浙江省武义县的农村面貌，造就了一大批美丽乡村，也引
来了一大批到乡村追梦筑梦的“新农人”与农创客。武义县在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
特别将他们的故事作为身边的榜样力量广泛宣传，从一人的筚路蓝缕看一域的山乡巨变，
集中展示新时代武义“新农人”的担当使命。

穿过茶园与花海，遇见欧式城堡——走进花田美地，这里以“时尚、浪漫、亲子”为形
象定位，以花海为主题，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借鉴欧洲乡村风情，升华东方生活美学，是
一个集观光旅游、诗意旅居、亲子娱乐、水果采摘、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复合型高品位国
际田园度假村。而正是有一群“新农人”在这片土地上开疆拓土，才能打造出这样一个
梦幻庄园。

十几年前，因为工作原因，赵银锋曾一度密集地去了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等国考察，
国外农村的干净、质朴、优美，吸引了大量国人不远万里赶去欣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
己的农村建设成画卷般的田园呢？”赵银锋说。

从农村走出来的赵银锋，在杭州求学工作了 10年，后来回到嘉兴创业 10年，兜兜转
转，最后又来到武义农村，成了一位“新农人”。“为了寻找‘梦中情乡’，我去过很多地方，但
只有这里山不是很陡、水不是很急，四周包围感刚刚好，和我理想中那个田园山水如出一
辙。而武义政府的真诚和开放，让我觉得更有信心。”赵银锋说起“花田缘”，情真意切。

走进花田，移步换景，全方位诠释花花草草、茶园树木巧妙搭配的生机和灵动。“美丽”
是花田的底气，也是基础。2015年至今，赵银锋把在全世界看到的美好在这里呈现，把建
设国际标准的美好田园“真情”落在武义的自然山水中。

整个花田美地没有复制网红打卡点，尊重原有山水地形因地制宜。比如保留茶园，按
照弧度点状种植樱花；规划花海线条色块，让其在大地上交汇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欧洲
花园借鉴皇家园林标准，严谨的中轴对称建筑比例，让艺术美学与东方田园相融合。赵银
锋说：“花田一定是美的，很多地方拍照要找角度，调整构图，但花田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一样，怎么拍都必须好看。”

花田里大大小小有几千棵树，为什么种这个位置？选什么品种？什么时候开花、变
色、落叶？难以想象，作为一个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赵银锋，对这些竟然都了如指掌，“花田
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拍一张照片发给我，我都可以精准定位。”

在搭建内容的时候，赵银锋更想营造的是一种“出世”的生活节奏，一种“品质”的生活
方式。花海、牧场、射箭、水上运动、卡丁车、庄园酒店、骑行、商业街……这些内容组成了
现在的花田美地。通过艺术和美好重塑乡村田园，丰富项目与业态增加生活意趣，营造出
无数东方田园里令人心仪的生活场景。

作为一名党员，赵银锋把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景区所在乡镇。在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他聚焦景区建设、产业共富等问题，悉心听取群众意见，了解他们所期所盼，通过
向周边农户“问计问需问效”，收集并解决群众问题18个。特别是针对群众致富需求，通过
投资花卉、粮食、水果、水产等多个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工作。他说，花田美地近10
年的探索，最终就是希望能反哺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

在赵银锋心目里，这个“田园梦”投入不设限，建设没有休止符，“我们要在现有基
础上，依托‘花、茶、山、水’的田园生态，研发设计出高质量的文旅融合产品，强化旅游
品质意识，全面实施精品工程，以 AAAAA 级景区标准打造出有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的
旅游目的地。”

盖房子的“工程师”——徐国兴

“欧洲建筑有几个特点，就是采光利用设计较好、外立面比较仿古、屋面坡度较陡。”徐
国兴在花田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管理园区的工程建设。据他介绍，景区里的城堡酒店和欧
洲花园等都是参照欧洲建筑风格而建，“这一片区域除了城堡酒店，还有36栋酒店和民宿
用房。”

放眼望去，园区内的欧洲花园、野奢茶厢、射箭馆、文创商店、数据化中心、游客中心、
网红厕所、一叶咖啡、西餐厅等建筑也都出自徐国兴之手。“目前还有近20个帐篷酒店正在
规划中。”

1979年，学习施工管理专业的徐国兴一毕业就进入了工地，成为武义最早的一批二级
项目经理之一，曾经自己承包做工程。2016年，52岁的徐国兴刚刚辞去外地的工作回到家
乡武义，机缘巧合下与花田相遇。

“我觉得种花追肥要少用，尽量用基肥，像草花追肥后会长得很大，雨下大点就翻掉
了，就不好看了。”虽然是老一辈农村人，但一直在工地的徐国兴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花田
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开始我也什么都不懂，来这里以后开始学习和思考农业
知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乐趣的。”

景区内的各种花，徐国兴在一开始也全都不认识，但现在，都能清楚地说出每一种花
的名字和生长规律。他会参与景区的农田改造，说起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也很有心
得，还会自己找植物样本进行记录研究，“这棵梅花会在每年的1月20日开花，这片樱花会
在每年的4月20日绽放。”

到了花甲之年的徐国兴几乎天天都在景区，“现在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在花田度过，
这些年看着景区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就像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徐国兴不打算马上退休，他
还要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

艺术乡建的“筑梦人”——徐成斌

坛头村内，青砖灰瓦，曲径通幽，一幢幢古建筑错落有致。坛头村外，千亩湿地、成片
松林、成群白鹭，勾勒出一幅“山村水郭”的诗意画卷，也成为了艺术家们心中的桃花源。

艺术乡建，正在变成活化乡村历史文脉的催化剂。坛头村的艺术氛围，得益于长期生
活在此的文化人，他们大多因一位企业家结缘坛头村，他就是浙江田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浙江省首批艺术乡建带头人徐成斌。

1971年出生的徐成斌是兰溪人，2006年，他来到武义创办了浙江嘉美厨具有限公司，
主营厨具出口，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闲暇时喜爱读点书，写点诗词。“结缘坛头，纯属凑巧。”
徐成斌说，工作之余时常会走进坛头，远离城市的嘈杂喧嚣，在这宁静的世外桃源感受一
段悠然自得的惬意时光。

2017年，徐成斌在坛头古村成立了浙江田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首期投资 500万元，
租下村里的8幢搁置老屋，以“民宿+文创”形式打造田庐文创园。之后又投入500万元开
始了二期开发建设，新增乡村美术馆、青年旅舍、音乐主题民宿、婺窑工坊等业态，进一步
延伸文创产业链，输出更多文创产品。

取名田庐，是徐成斌基于传统文人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与回归，而田庐文创园的成立
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这几年，徐成斌给我们村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引进了多家
投资商，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愿意回乡发展。”这是村民对他的认可。

正因徐成斌用心经营田庐，真心相待村民，在2021年坛头村村“两委”的换届选举中，
来自外乡的他高票当选为村干部，这也成为武义当地的一件稀罕事。

“文化内涵，是田庐背后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支撑坛头欣欣向荣的关键。”徐成斌介绍，
和其他旅游小镇相比，在坛头看不到任何的商业气息，没有商铺小贩，没有成堆的纪念品，
没有琳琅满目的小吃，村庄依然保存着它最初的那份恬静，一尘不染。

艺术乡建要真正扎根乡土，必须要有乡建载体，要有艺术阵地。田庐落户坛头村以
来，以乡村振兴为使命，以生态文明为追求，以建设田庐文化创意产业园为目标，积极配合
县、镇、村各部门开展各项文旅活动和招商引资。

举行湿地旅游文化节、民俗文化节、国际瑜伽大会、生态运动会等活动；定期举办诗会、
书画会、读书会、汉服节、美食节、团建研学等文旅活动；牵头成立武义县生态文明促进会，通
过促进会志愿者的各种公益活动，宣传“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吸引市县各种社会组织入驻
坛头村开展各种活动，至今已有近 50家社会组织入驻坛头，为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注入
活力。

一花引来百花香，在徐成斌的穿针引线下，坛头村被选为艺术乡建重点推进村，诗人
冷盈袖，画家朱志强、包剑良，民间文艺家陈金生、陈英华、童志新等成为坛头村的驻村艺
术家，利用乡村艺术馆开展各类活动，用文艺因子激活了坛头的乡村资源。

经过 5年持续的艺术乡建，坛头拿下全球人居环境村落范例、国家乡村治理示范村、
国家AAA级景区、国家森林乡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村、浙江
省艺术乡建示范村等荣誉，探索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传奇之路。全村集聚了20
多个文化产业业态，集体经济收入由5年前的5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200万元。

在四川农村长大的文树芳从小就喜欢花花草草，喜欢乡间田园。她说：“芬芳的花草，
给人带来自然的纯净与美。”因为这个喜好，文树芳大学选择了农学专业，成为了一个专业
的“花农”。

2015年邂逅武义花田美地，文树芳觉得这里就是她梦想中的“乌托邦农场”。然而万
事开头难，花田花海的建设远没有文树芳想象的简单。要想种出漂亮的花海，土壤是最重
要的因素。“这里原来是水稻田，我来的时候已经杂草丛生。”为了将水稻田改成旱地，文树
芳熬了几个通宵，利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查阅大量的资料，将地形分布梳理了一遍，
重新做了规划。

初到武义的她，不懂当地的方言，该用什么方法跟当地农民沟通，是她面临的又一大
难题，“刚开始他们讲的都是武义话，只有几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帮我当翻译，他们也不是很
认可我，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肯定什么都不懂。”面对质疑，身为党员的文树芳
没有退缩，而是用坚韧的毅力迎难而上。她每天跟花农们在一起“摸爬滚打”，用实践增强
解决问题的本领，将花田里每个地形、花型以及花的高度、色彩搭配和种植的密度，都清清
楚楚地印在了脑海里。

在文树芳看来，“新农人”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个有情怀的职业。与传统农民相比，
“新农人”拥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具备一定的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生产组织方
式。文树芳说：“我们想要让花田成为更多人的后花园，因此怎样在一年四季让他们都有
鲜花可以看，都有美景能欣赏，是我现在重点要攻克的难题。”

装点风景的“美容师”——文树芳

造橘海的“耕耘者”——王忠广

“每棵果树都要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枝叶都是刚修剪过的，但这个地方的修剪要注意
让光线能够充分照射到。”在满目金黄的橘园里，花田美地农业块管理人王忠广正精心指
导工人进行枝叶修剪。

王忠广是个地地道道的武义人，此前在嘉兴的一个农场从事管理工作。2017年，决定
回乡发展的王忠广将柑橘中的“爱马仕”——红美人带到花田，新建了100多亩的果园，开
始打造一片专属花田的“橘子海”。

“我们要种这个橘子的时候就定了一个标准，东西好不好，首先安全最重要。在此
基础上，我们做品质。”由于原先果园在种植前土壤环境比较差，身为党员的王忠广，这
个时候充分发挥了突击手的作用。他勇于创新突破，大胆尝试深改土壤，从疏松度和有
机度着手，改善土壤生态。此外在种植过程中，使用的肥料均为无污染原生态有机肥，
针对果树病虫害问题采取预防在先的方法，利用果树自身的免疫力来提高树势，确保柑
橘的质量安全。

5年时间，王忠广见证了花田美地不断建设优化的全过程，也见证了“花恬橘”的成长
壮大。2022年，“花恬橘”取得了浙江省十大精美红美人的称号，这也是武义柑橘栽培史上
取得的重大突破。

花田美地的果园面积虽然不大，但在管理创新方面却展现出高水平。很多柑橘种植
户专程会到果园来与王忠广一起交流经验，王忠广都会乐于分享。“做农业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做农业的人一定要有一份匠心。”王忠广始终认为，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上的创
新是最重要的，用高标准、富有创新的技术来做农业大有可为。

经营管理的“CEO”——傅家璁

“我早上一般会先开着巡逻车在园区里面转一圈，看看开园迎客准备情况，员工有没有
需要帮忙沟通解决的事。接着就是开会布置各种任务，平时也会有商务合作接待、新人面
试等事情。”傅家璁主要负责花田景区管理营销和行政人事方面工作。

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后，傅家璁曾在繁华的大城市过着朝九晚九的生活。然而，一成
不变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让她感到疲惫、空虚和茫然。后来，她选择回到武义，来到了花
田，“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好。”

在这里，傅家璁碰上了一群朝气满满、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作为一名“90后”，除去日常
工作外，她还会抽时间和同事一起拍拍视频、做做直播，线上售卖景区种植的农特产品，比
如花恬橘、花恬柚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慢慢的，她从不懂旅游、不懂营销的

“职场小白”逐渐成长为业务熟练的“新农人”。“虽然在大城市机会众多，但很难凸显自己的
价值。”在傅家璁看来，农村并非是远离梦想的边缘地带，而是实现梦想的广阔天地。

据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开放游客服务中心、花之秀庄园酒店、欧洲商业街、朵朵牧场、
爱心屿、卡丁车俱乐部、骑行俱乐部等多个重点板块。接下来，景区还将陆续推出青年音乐
节、篝火晚会、打卡集章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并规划增加旅拍、攀岩、水上运动、水上
乐园等项目，进一步增加游客的新鲜感和体验感。

“花田是开满梦想之花的地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们，让更多人来到武义乡
村，感受到武义乡村的美好。”傅家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新农人”的队伍，为乡村发展
作贡献，让家乡更有活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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