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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不是平面生长，而

是垂直培育；种植也无需泥

土，只用“水雾”⋯⋯这不是

科幻大片里的未来科技，而

是如今丽水农业生产的真实

场景。

近年来，依托全国首创

的“雾耕”技术，一场“种植革

命”正在丽水的青山绿水间

悄然发生，一个集雾耕农业

高新技术展示、工厂化雾耕

农业生产、绿色果蔬供应、农

民科技培训、青少年科普教

育、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等功

能于一体的“梦幻”产业正逐

步成型。

在希望的田野上，山水

如画绿生金。6 月 8 日，“只

此江南·浙里行”迎接浙江省

第十五次党代会全省晚报融

媒体走基层特别行动走进丽

水“雾耕”科技，见证现代农

业科技为共同富裕插上腾飞

的翅膀。

月薪3万大学生辞职当“农民”，在“小土楼”里开启创业之路

空中造田，田增四倍 循环喷水，水省九成

丽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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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放大术
月薪3万的大学生返乡当“农民”

在丽水市莲都区雨伞岗村的一处荒山上，有一座外

观独特的“小土楼”，它没用一砖一瓦、一土一石，浑身是

透明塑料材质。其实，“小土楼”一点也不“土”，而是一个

充满科技含量的高品质果蔬“雾耕”种植基地。对于返乡

大学生刘年来说，这也是他的创业基地。

身为“农二代”，刘年从小对农业没有丝毫兴趣。在

他看来，农业生产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于是，他

上大学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留在杭州一家软件

公司工作。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雾耕”技术研发者徐伟

忠处，了解到了这项高新技术，立刻产生了兴趣。“一开始

只是好奇，深入了解后感到很震撼，‘雾耕’技术完全颠覆

了我对农业的看法。”刘年告诉记者，在那之后不久，他就

辞去了月薪 3 万元的程序员工作，向徐忠伟学习雾耕技

术，并在支持下创办了丽水市雾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小土楼”里开启了创业之路。

6月8日，记者来到“小土楼”，在刘年的带领下，感受

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走进“小土楼”内部，仿若置身一

个植物王国。一条条气雾管道呈螺旋式上升，一棵棵红

薯、桃树等作物就长在管道上。通过气雾耕作技术，可直

接将富含微量元素的营养液定向喷洒在作物的根系上，

栽培无需泥土。通过“空中造田”，“小土楼”实际种植面

积增加 4 倍。同时，管道上的喷头、进水管、回流管巧妙

构成了一个气雾循环系统，保证营养液闭锁循环利用，节

水效率达90%。

“一个普通农场，起码需要五六名工作人员打理，按

每人日工资 150 元算，每天光人力成本就得八九百元。”

刘年饶有兴致地介绍，在雾耕垂直农场，蔬菜瓜果种下

去，除专人剪枝采摘外，无需灌溉、施肥、锄草等，能节省

劳动力成本70%。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雾耕”技术有其独特的优

势。这也给了刘年极大的信心，他计划未来再扩建 200

多亩的新基地。

农旅齐开花
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刘年在“小土楼”里忙碌的同时，隔壁不远处休闲山

庄里，老板娘傅红梅也忙得不亦乐乎。6 月 8 日当天，她

七点不到就起床开始准备食材、收拾场地，准备接待来自

丽水经开区一家企业80多人的团建队伍。

作为丽水最早一批开展“雾耕”种植的村子，雨伞岗

早已声名在外，吸引了大批对这一新兴技术好奇的人来

访。热闹的人气带来了可观的“钱景”，2020 年，雨伞岗

村村民傅剑和姐姐傅红梅，与其他村民合作，打造了以

“雾耕”科普基地为中心，集蔬果种植、科普讲堂、农家乐

于一体的特色农旅小镇。

据傅剑介绍，基地于 2020 年 8 月打造完成，同年国

庆中秋 8 天假期，共吸引 2 万人游玩，收入超过 100 万

元。“2021 年国庆期间，收入也达到了 80 万元！事实证

明我们选的方向没有错。”傅剑笑着说。

“雾耕”小镇带火了乡村旅游，村民们也跟着受益。

部分村民在种植基地实现了就业，每年增加了数万元的

收入。同时，村里农家乐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在高峰

期，括苍休闲山庄等农家乐，经常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形。

村里日均接待游客 100 余人次，累计带动周边村庄村民

增收200多万元。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每到节假日，游客更是络

绎不绝。”傅红梅介绍，来访的主要包括工会活动、公司团

建、学生研学等人群，带来的收入十分可观。

傅红梅告诉记者，20 多年前，雨伞岗村是另一番模

样。这个地处莲都区东北部的偏远小山村，多梯田山地，

地形复杂，被当地人称为“麻雀都不愿来吃米”的山旮旯，

很少有人问津。“雾耕”技术让这个小山村焕发了勃勃生

机。

注入新活力
共富新模式走向大江南北

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雾耕栽培的实践之中。原

本从事商贸的女老板江月美毅然转行，成了刘年的同门

师姐。年前，她成立了尤山雾蔬基地，从村民那儿承包了

100亩地，投入200多万元种植番茄。

不同于大棚，江月美的基地建在海拔 600 多米的室

外。“这个基地因海拔较高，加之丽水的优质空气，作物生

长期可以从5月份一直生长到打霜。”看着大棚里长势良

好的番茄苗，江月美满心欢喜。据她介绍，在一根占地 2

平米的柱子上种植小番茄，成果后可达180斤，总售价在

1200元到1800元，销售一季就可回本甚至创收。

从“土楼”到“立柱”，从棚内种植到“空中作业”，从

小规模示范到千亩产业基地建设，随着一位位新农人的

加入，丽水的农业雾耕技术一直在更新。目前在丽水雾

耕产业已初具示范效应。

估计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丽水雾耕蔬果基地面积

可达5000亩以上，成为生态精品农产品的一大特色与亮

点，同时也成为当地农业转型升级、农人发家致富、农村

兴旺发展的新途径。

不仅是在丽水，新奇的雾耕技术每年都会吸引大量

外地新农人到丽水学习。以雨伞岗村为模板，丽水市的

立柱雾培、矩形鸟巢温室、土楼温室等发展模式也“远嫁”

到了河南郑州、西藏那曲、湖南湘西苗族山寨十八洞村等

地。“小土楼”“摩天大厦”等雾培新基地正走向大江南北、

千家万户。

“我们希望借助丽水的生态优势，打造无污染、无公

害的纯绿色果蔬产品，同时用我门新农人的专业技能，为

‘雾耕’注入新活力，把丽水建设成为农业领域的‘硅

谷’！”刘年说。

处州晚报记者

吴启珍 俞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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