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10.23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珏/版面设计：邬雯雯 7

杭州新闻·热线

杭州分行辖区各网点如下：杭州分行辖区各网点如下： 余杭支行：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401号 0571-86206111
科技城支行：余杭狮子山路245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8721905
萧山支行：萧山区金城路718号（绿都世贸A座） 0571-83893060
大江东支行：义蓬义府大街533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3587330
富阳支行：富阳市迎宾北路123号 0571-61797050
嘉兴分行：嘉兴市中环东路2297号 0573-82859096
湖州分行：湖州市轻纺路218号、226号及天成大厦五至八层 0572-2617591

绍兴支行：绍兴市延安东路517号 0575-88587002
义乌支行：义乌市江滨北路333-343号 0579-85233052
北苑支行：义乌市北苑路39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9-85957611
金华永康支行：永康市望春东路100号 0579-87266950
金华东阳支行: 东阳市江宾北街10号 0579-86266088
台州分行: 台州市爱华路18号新台州大厦一层 0576-81873026
嘉兴海宁支行：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南路126号 0573-87188808

杭州分行：建国北路639号华源发展大厦 0571-85088988
城东支行：秋涛北路99号、101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8470956
城北支行: 东新路531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5188083
滨江支行：滨江区泰安路9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1187686
城西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66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5187839
上城支行：庆春路199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5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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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舟泽，韩国人，这是他的中文名。离开首尔之前，琴舟泽是

韩国一家食品公司的财务主管，月薪3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万

元）。一个机缘巧合，他来到了浙江千岛湖。

“以前，怎么会想到会这样呆在这里做农民？”琴舟泽笑着说，

他中文很好。在千岛湖做农民已经 9 年，琴舟泽觉得他赶上了在

中国做农民的最好时候，他见证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变化，“每一

次变化，都让我这个‘农民’内心更加安定。”

不在韩国做白领
他在千岛湖做了九年“中国农民”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文/摄

汾口镇，位于淳安千岛湖西南，距县城约

80 分钟车程，县城距离杭州 170 公里；寺下

村，汾口镇再往西，村后的大山和开化、安徽相连。

琴舟泽就住在寺下村。

武强溪边的一栋小房子里，琴舟泽双手端一杯茶给钱

报记者——他已经习惯了很多的中国礼仪。

2010年初，琴舟泽体检发现心脏问题。于是，他和中国

妻子来到千岛湖休养，“周边走了好几个乡村，太美了。”

他看到千岛湖边，耕作在青山绿水间的农民，辛苦却和

美。他心动了，他想留下来，留在千岛湖做农民，“问了很多

村民，我的想法更坚定。中国现在的农业政策非常好，只要

肯干，就一定能够做一个快乐、幸福的农民。”

最先，他想养猪；后来，又觉得在深山可以养牛；最终，

多方调查和朋友帮助下，他选择了种猕猴桃。

“我妻子很爱吃猕猴桃。湖边、山区，昼夜温差大、雨水

多，土壤的矿物质很丰富，适合猕猴桃生长。”于是，琴舟泽

在汾口镇寺下村租下了 120 亩地，打算“要种一片金色果

园，里面全是猕猴桃”。

“一个韩国人要做中国农民”在附近村庄变成热门话

题。然而，这个韩国人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河边风景很好，

但都是沙砾碎石，土壤肥力不行，一锄挖下去，锄头弹起来。

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培土，“藤架、排水方面，我花了

100多万元。为了租这块地，村里、镇里的党员干部帮我协

调了好多好多次，怎么能说放就放？”琴舟泽说，但要继续，

可能需要花3年以上的时间来培育土壤。

好山好水
他决定做农民

如今，汾口人都知道，要买好吃的猕猴桃，应该去找韩国人琴

先生，“他是庄稼好把式，他用心。”

村民改口叫“琴先生”，一是因为佩服人家种好了猕猴桃；二是

因为书。几乎每天晚上，他一定捧着有关猕猴挑种植的书——当

然，这原本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一块田、一本书、一个家。

再有人问琴舟泽“为什么来中国做农民”，他会说“我喜欢种这

里的地，因为山水不同”——九年的“中国农民”经历的确让琴先生

感受到了中国的“山水不同”，“很多事情和韩国不同”。比如租

地。他租的地一半以上是村民的，村集体和汾口镇政府的干部协

调、沟通，才让他在短时间里办好手续，租金也让他满意。

琴舟泽现在知道不少中国农业政策。比如，农业用电价格要相

对工业供电价格低；再比如，有些还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补助，“前

几年，我陆续在猕猴桃种植方面投进了很多钱，压力很大。后来，政

策帮了我——相关部门根据我的投入，给了我一定的扶持补助。”

琴舟泽说，政策很公平，符合条件的填了材料就行，不用托关

系，不是本地人也没关系。

采访中，偶尔会有人来找琴先生，有村民，也有村里、镇里、农业

局的干部，“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是真心在给我们服务。”他记得，

2016年，跨河大桥改建，大货车才能拉着有机肥进来、装着猕猴桃

出去；他记得，经过立项、审批、施工后建成的堤岸马路，保障了他

在汛期有路可走⋯⋯他算过，从 2010 年至今，各级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来现场咨询他的次数超过了200次。

琴舟泽就这样融入了中国乡村：遇到相识的人，他会主动打招

呼；猕猴桃收获季，他会跟村民分享；农忙时，他也去人家里帮忙干

农活；逢年过节，他要给小孩压岁钱、去朋友家里“蹭饭”⋯⋯“我在

中国做农民，很安心很充实，生活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说，他这个“中国农民”做得心暖暖的，“我喜欢种地，我喜欢

每天都在变化的新的中国乡村。”

韩国人“琴先生”
在中国做农民是什么感觉

此时，妻子辞去广州的工作

来到寺下村。几乎每天，夫妻俩

的主要“农活”都是种草和割草

——把平整的地种满杂草，再把

长好的草割了放入大池沤肥；然

后再种草、割草⋯⋯三年，日复一

日。

2013 年的一天傍晚，妻子正

在家做饭，琴舟泽快步跑回家，像

个孩子一样大喊：“土样合格了，

合格了！”果苗终于下地。但五月

梅雨、夏日酷暑等考验接连而

来。果苗死了一半。

终于，2016年，琴舟泽迎来转

机：当年产出的3万斤猕猴桃还没

上市，便以35元/斤的价格被预订

一空；之后，以有机肥种出的猕猴

桃卖到了杭州、上海，还出口销到

了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2018 年，琴舟泽的果园产果

30 多万斤，销售收入近 400 万

元。

今年尽管雨水偏少，但他依

然有20多万斤的产量，预计有近

300万元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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