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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侨”为桥，
助力“侨乡共富”(
新时代·新侨乡)

“ 来 杯 咖 啡
吗？”这是记者在“
华侨之乡”——浙江
省青田县街头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

说起来，青田在
海外的知名度可比在
国内大不少。地处浙
江东南、“九山半水
半分田”的青田耕种
不易，却催生出向外
生长、耕耘海外的传
统 。 在 代 代 侨 胞 接
续奋斗的300年岁月
里，最早因石雕闻名
海外的青田，成为拥
有满溢街巷咖啡香、
高 楼 林 立 如 “ 小 香
港”、能淘全球好物
的中外联结纽带。

近日，本报记者
走进青田，看到了当
地如何发挥华侨资源
优势、出台亲侨惠侨
政策、营造优良涉侨
服务营商环境，也看
到了侨智侨力正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的不竭力量。

一条“致富鱼”
，折射共富心愿

初夏，青田县仁
庄镇愚公农场，细雨
落入秧田，远山腾起
薄雾。池塘里，不时
传来“啪嗒、啪嗒”
的 声 响 ， 那 是 几 尾
田 鱼 悠 闲 地 甩 起 尾
巴，“曳尾涂中”。

在农场主徐冠洪
看来，小小田鱼是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
的主角——这一传承
1300余年的种养方式
堪称绝妙：水稻为田
鱼提供庇荫及食物，
田 鱼 为 水 稻 耕 田 除
草、吞食害虫。

徐冠洪管这叫“
多赢”。常年劳作田
间 ， 这 位 “ 归 侨 农
民”晒得黝黑，很难
看出他当中学物理老
师、在法国煎牛排经
商的过往。

2011年，徐冠洪
返乡开办农场。“起
初只想弄50亩抛荒田
打 造 世 外 桃 源 ， 结
果越做越大，稻子熟
了，田鱼肥了，我还
成网红了。”徐冠洪
说。

十几年间，徐冠
洪探索出“免耕、免
除草、免施肥、免洒
农药”的新型稻鱼共
生有机循环模式。他
爱观察，也爱尝试：
担心田鱼被日头晒热
了，就挖出一条水沟
让鱼“溜达”；稻田
里福寿螺入侵，索性
再 套 养 甲 鱼 ； 这 几
年，他又开始试验“
冬鱼”和免二次插秧
的再生稻。一番“折
腾”下来，每亩稻田
年均能收1000斤有机
稻谷、300多斤生态
田鱼，稻鱼亩产值可
达1.7万元。

眼看一尾尾肥美
的鱼儿游得正欢，徐
冠洪萌生出“让田鱼

游到千家万户”的想
法。在青田县有关部
门帮助下，愚公农场
正 式 挂 牌 “ 共 富 工
坊”，5位华侨投资
300余万元，流转侨
属侨眷闲置农田200
余亩，带动300余户
村民参与生产，增收
总 值 超 5 0 0
万元。

村民一
开 始 摸 不
着 头 脑 ，
没 关 系 ，
有 徐 冠 洪
现 场 教 学
或 远 程 直
播 教 学 ；
谁 家 鱼 病
了 ， 就 免
费 到 老 徐
的 鱼 病 检
测 室 瞧
瞧 ， 鱼 苗
损 失 率 大
大 减 少 。
现 在 ， 稻
鱼 共 生 系
统成了农人
眼里的香饽
饽，青田小
令村、罗溪
村“一亩田
万元钱”的
名 声 打 响
后，全国先
后有数百批
农民、农业
专家前来取
经。青田田
鱼 还 “ 远
嫁”到四川
省古蔺县等

地，“共富工坊”的
辐射力跨越山海。

“希望全国消费
者都能吃上我们青田
的 ‘ 致 富 鱼 ’ ！ ” 
获颁2022年度浙江乡
村振兴共富带头人“
金牛奖”时，徐冠洪
发 下 这 样 的 心 愿 。

经由“致富鱼”，青
田“华侨+企业+合作
社+低收入户”的共
富模式也正不断“出
圈”。

（转下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