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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节美好生活节美好生活节

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西村，有个

神奇的食堂。它既是村里的共享食堂，又是衢州

市首家农民诗创作基地，美食与诗歌就这样美妙

地共聚一堂。

食堂经营者余元峰一口气发来了 20 多张照

片给潮新闻·钱江晚报“首届长三角美好生活节”

投稿，来晒晒自己的#100 个美好生活场景#，他

说：“这里发生了太多美好的故事，食堂本身就是

美好生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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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取丰厚奖品

这里周末几乎爆满

“味道很好，价格也公道，我和老姐妹都爱！”

家住余西村的余奶奶是共享食堂的常客，她印象

最深的，是去年重阳节余元峰邀请了村里 136 位

70岁以上的老人来食堂一起过节。

余元峰为大家准备了过冬的帽子，还送上了

粮油等生活慰问品。“村子养育了我，现在也希望

在能力范围内对村里的老人们报恩。”

三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余元峰决定回村。

2021 年 1 月，他将村里闲置的老房进行改造，开

起了“共享食堂”。食堂装修主打简约风格，装饰

的都是农民画等沟溪乡特色元素。食堂为余奶奶

这样的本地人提供了便利，外来游客也可以吃得

实惠又安心。

“食堂规模也比较大，有近 200 个餐位，为余

东未来乡村的研学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此

外，公司团建、旅行团都会来这里就餐，每到周末

几乎是爆满的状态。”余元峰笑着透露，共享食堂

的日均营业额超过了他的预期。

200多名村民在这里“会诗”

村中有好吃的食堂不算稀奇，余西村共享食

堂更特殊的在于这里还是“诗人食堂”。

余元峰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农民诗人。

2021 年 10 月，衢州市首家农民诗创作基地落户

在了余西村。

作为农民诗创作基地的驻村诗人，余元峰创

作了大量以农村、农民为题材的诗歌。其中，由他

填词的村歌《在余东，画一个未来》还获得了浙江

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余元峰心里有个愿望：“通过农民诗培训等活

动的开展，将农民诗变成村里的文化新风尚。”

从去年 9 月开始，余元峰定期组织周边农民

以及农民诗歌爱好者在“共享食堂”里进行诗歌创

作培训和交流。到目前为止，培训交流已经开展

了 7 期，有 200 余名村民参加，“大家都说这里是

精神食粮丰富的诗人餐厅。”

“这里既是共享食堂，也是文化礼堂。”在余

元峰看来，将食堂的功能一分为二，把基本民生

与文学艺术相结合，多元化的场景实现了更多

可能。

本报讯 丰收的季节，潮新闻·钱江晚报开

启“首届长三角美好生活节”，首个活动“100个

美好生活场景”有奖征集正在进行中，上千位网

友已抢先发来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晒在了潮

新闻客户端的“潮客”频道。

在这些投稿里，大家或用镜头留住乡村的

记忆，或用文字记录乡村最美样子，以自己独特

的视角定格乡村好“丰”景。

读者@絲瑶晒了视频“秋收进行时”，有白

白的兔子、肥肥的鸭子、金色的稻谷、饱满的玉

米，还有打谷穗的场景，最美秋色是丰收呀。

读者@记录生活的佳橙说，美好生活有很

多种，对于种植菱角的师傅来说，美好生活就是

靠勤劳的双手换来菱角的大丰收。作者拍摄了

采菱人一边泡在水中辛苦劳动，一边露出开心

的笑容。鲜红色的菱角剥出来的嫩白菱肉新鲜

又甜美，是秋天大自然最美好的馈赠之一。

读者@雅溪分享的视频，是义乌青创农场

水稻成熟了。

读者@金玉视角分享了金色的秋天，鄱阳

县柿子大丰收。

读者@潮客_2xg6wg 分享了金灿灿的千

亩稻田。

读者@潮客 cl 说，秋天,正值一个丰收的

季节,金黄的麦子像一幅幅鲜明的画彩。

看了这些作品，你是不是也想来分享身边

的美好生活场景？ 本报记者 胡芸

水稻、菱角、柿子⋯⋯

读者晒出各种
美好“丰”景

本报讯“一共 100 个小老虎，全部都加工好

了，你看一下达标不？”朱爱香大姐把拎着的一袋

小布偶递给工坊的工作人员，她加工的布偶全都

通过了验收，获得了200元收入。

美好生活是什么？对于朱爱香大姐而言，就

是一份能顾家、又能赚到钱、还打发闲暇时间的工

作。而拥有这样“美好生活“的村民，在杭州市钱

塘区河庄街道新创村有30多人。

10 月 17 日，是新创村“共富工坊”的交货日，

村里的退休人员和居家阿姨陆陆续续拿着加工好

的手工艺品到新创村交付货品，验收合格后，领取

报酬，同时还要领取新一批的物料再加工。

今年 7 月，村民陈小娟是第一批加入新创村

“共富工坊”的大姐，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陈小

娟，是位家庭主妇，“我们家是做不锈钢门窗的，不

棉纺厂的老员工晒起了新工作

在家做手工艺品
这样赚钱太赞了

是一年四季都能接到工程的。现在空闲时，我就

能做这个手工艺品赚钱了。”陈小娟说，三个月时

间她赚了一万五千多元。

目前，大家加工的手工艺品有“王的手创”黄

虎挂件、兔子花灯等。“我们会邀请专业的手工艺

老师到村里来教，大家学会以后，就可以领着材料

包去家里加工了。”工作人员说，根据手工艺品的

复杂程度，加工费不一样，“一个比较复杂的鳌龙

造型花灯，就能拿到200多元。”

村里前后共组织了300余人次的培训，目前，

有30多人相对稳定地参与手工艺品的制作。

“时间上很自由，想做的时候多做点，家里事

情忙就少做点。”曾经，退休后的朱爱香主要任务

就是照顾家中的孙子孙女。现在，孩子们都上学

了，她空的时间多了，原来还有点不习惯，现在有

了一份手工还能赚钱，“真是开心极了。”她说。

“我们这里的人，骨子里都是闲不下来的。”朱

爱香告诉记者，加入“共富工坊”除了能够赚些生

活费，主要是可以打发退休后的时间。“我退休前，

在棉纺厂上了30多年班，这个手工艺品加工的活

很适合我。”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通讯员 宋洁易 柿子大丰收柿子大丰收 @@金玉视角金玉视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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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是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是更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或是更和睦的

家庭⋯⋯欢迎大家来分享身边的美好生活

场景，让这些可触可感的美好一路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