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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即将落幕。

这一年，我们关注了这座城市的变化与发展，科技强农

乡村振兴、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居家适老化改造；这一年，我

们报道了不同群体的奋斗与坚守，青年创客的探索、本土乐

队的崛起、全职妈妈的博弈……时光无言，因记录变得厚

重，因见证变得温暖。

这一年，他们过得怎么样？跟着记者的回访，听听他们

的收获和期许。

这一年，他们的收获和期许

台传媒记者元 萌

今年2月，2023年中央一
号文件发布之际，记者做了
关于“探寻台州农场”的专题
报道。其中，位于黄岩的曦禾
农场，将全程有机生产的理
念贯穿始终，给记者留下了
深刻印象。

最近，当记者联系上农场
负责人林巧于时，她正在外忙
着学习农业种植经验。刚经历
过忙碌的丰收季，最近农场和
农人的忙，可不止于此。

“农业的本质还是因时
而动，看天吃饭。气候变化带
来农业生产的不确定因素，
成了今年面临的最大难题。”
林巧于说，前不久的一波寒
潮，尽管已经采取了覆膜增
温等方式防寒防冻，但部分
蔬菜作物还是抵挡不住一夜
之间骤降的气温，造成了一
定损失。

除了气候、灾害等带来
的不可预见性，曦禾农场主
打有机品牌，必须禁止包括
除草剂、杀虫剂等化学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防虫害只能
用物理或生物技术，也须全
面施用有机肥。土壤自身要
经历漫长的转化期，要想修
复土壤以达到有机种植的标
准，投入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有机种植本身比传统
农业要更难做，但我们还是
坚持做有机，这一点是不变
的。”林巧于告诉记者，今年
是农场做有机农业的第七个
年头，始终坚持用原始的方
式还原最初的自然生态。如
保持田间沟渠的水量，繁殖
蝌蚪利用青蛙消灭害虫；夏
天封闭大棚利用高温闷死土
壤中的虫卵和病菌；开发朴
门生态果园吸引鸟类栖息以
鸟治虫……

农场内有近 600亩经过
有机认证的田地，目前以种
植有机辣椒和有机番茄为
主。为了拓宽销路，农场在线
上与阿里巴巴旗下新零售平
台“盒马鲜生”达成合作，将
来自台州的有机农产品，打
入全国各地的销售市场。

攻关难题，这一年，曦禾
农场主要从技术强农和专业

助农等方面着手，尤其是在
农业数字化管理、专业人员
配备上发生了变化。

为了更好地培育有机作
物，农场建立了农作田数字档
案，科学合理地安排茬口，管
理农事操作，并可以同时在电
脑和手机上安排、记录、实时
监控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我们还同省农科院和
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共建全国
农业现代化先行先试示范展
示基地。”林巧于说，“平时也
会有专家和农指员来为农场
种植提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曦禾农
场还在今年的黄岩柑橘节
上，与中国工程院南非籍院
士菲利克斯签订了为期 3年
的合作协议。“洋管家”的入
驻，将为农场的有机种植保
驾护航。

这一年，曦禾农场还迎
来了众多的一日“小农夫”。
农场举办的亲子研学活动与
季节性农事活动结合，让孩
子们回归自然，身临其境地
感受农耕生活的乐趣。

到田间地头采摘有机作
物，和农场饲养的矮脚马来
一次亲密接触，农用挖掘机
初体验等，“农场是孩子们的
天然课堂，食物教育也应该
回到田间，让孩子们了解食
物背后的故事”。

林巧于在曦禾农场工作
了五年多，看着农场规模逐
渐变大，伴随而来的机遇与
挑战也越来越多。说到来年
的展望，她表示，还是要坚持
把有机农业做下去。

她说，一是为了通过有
机农业再造乡土、造福后代，
边做耕种，边做环保；二是在
食品安全愈发重要的现在，
希望能让有机、安全、放心的
纯绿色食品成为老百姓“菜
篮子”里的常客。

一家有机农场的
变与不变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不久前，一个妈妈和梁栩说起自己
的困扰，她家有一个处在青春期厌学的
孩子。她向梁栩求助，能否给孩子安排
一次心理辅导？

梁栩，路桥区路桥街道妇联主席，

同时，她也是路桥街道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妈妈口中的儿童心理辅导，在
路桥街道古街社区妇儿驿站里就能完
成。依托于古街未来社区的建设，今年，
妇儿驿站有了自己的专属空间。

后来，梁栩对接了一名心理咨询

师，通过沙盘心理治疗，及时排解了这
位妈妈的难题。

1000多平方米的妇儿驿站，是古街
社区对儿童友好的其中一个侧面。在古
街社区，这里有一张隐形的儿童友好社
区地图，我们能遇见爱心斑马线、儿童
友好乐园、托育点、心理咨询室等。

社区儿童公共服务品质的提升，是
古街社区满足儿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开始。站在一米的角度，儿童能看见整
个社区一年间的变化，这里安全、有趣
味，也充满活力。

从妇儿驿站出来，就能遇见路桥十
里长街，这是古街社区天然的地利人文
优势。一条十里长街，就是最生动的人
文课堂。路桥十里长街里，有非遗布贴
画、非遗蓝印花布等，古街社区对接了
一些非遗传承人，推出了几条儿童友好
研学路线。

“我们始终坚信，一个社会对待孩
童的态度，是这个社会的温情和底色。”
梁栩说，古街社区的温情，不只局限在
眼睛看得见的地方，重要的是，它给很
多孩子带去了希望。

古街社区不定期举办过多次课程，
比如《儿童哲学》《微笑守望者》《非暴
力沟通》课程。针对养育者的难题，社区
推出了《正念养育》课程。每次课程，10
多个孩子或家长围成一圈，在老师的指
引下，慢慢认识自己的情绪。“每个课
程，我们都对接了省外优质的师资，十
分难得。”

日常工作中，梁栩会接触到不少困
境儿童。“除了油、米，我们还能给孩子带
去什么？”这个问题让梁栩陷入思考，后
来，她在古街社区推出了“心苗项目”。

“这个项目，我们优先招收困境儿
童和随迁子女，想在他们身上‘轻度搅
动’一下，教会他们提高自身的抗挫力、
思辨力。”每次情感教育结束，都会有一
次复盘的时间，一次，一个坐在梁栩身
边的小男孩，选了三张卡片——彩虹、
心、药丸，他说：“这次教育就像一颗药
丸，疗愈我的心，就像彩虹一样。”当不
同的孩子站起来，表达自己在课堂上感
知到了幸福、自在时，梁栩觉得，一切努
力都有了意义。

“这些活动，都非常值得做。接下
来，我们力争一年开展 50场活动，让儿
童友好城市从抽象概念，真正成为一个
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梁栩说。

今年年初，台州在全域推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古街社区，是路桥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的侧面。

这一年，围绕着学、游、住、行、医全方
位的儿童友好生活悄然出现，儿童友好场
馆、儿童友好商圈、儿童友好医院……结
合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优化居住小区及
学校周边步行线路规划和人行设施，路
桥还推出了两辆儿童友好公交，梳理形
成了儿童友好文旅（研学）线路10条、亲
子研学基地10个，建成儿童友好口袋公
园10个、儿童友好斑马线10条、第三卫
生间7个。

对待孩童的态度，是这个社会的温情和底色

台传媒记者元 萌文/摄
71岁的郑米华是竹编工艺的非遗

传承人，家住椒江章安。今年年初，他实

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
关于这个愿望，还得追溯到去年年

底。当时，郑米华报名参加了台州市民
政局主办的适老化改造行动，“主要是
为了我老伴，她在五年前突发中风，腿
脚不便，特别是左手使不上劲，平时生
活中上下楼、上厕所都不太方便”。

赶在今年春节前，郑米华和老伴就
住上了改造后的新家。小小的改造，给
老郑夫妇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暖心
而又切实的变化。

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厨房，从原本的
杂乱无章变得干净整洁。厨房墙面新贴
了瓷砖，台面也进行了重新粉刷，新安
了照明灯，地面做了防滑处理，加上崭
新的橱柜、碗架、洗手池等。“刚装好的
时候，我们还舍不得用，生怕把台面弄
脏了。”

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也得到了妥
善照顾。“原先我老伴上厕所时，需要在
旁边放一张椅子借力起身，如果地面上
有积水，就更加危险。改造完之后，马桶
旁边装了安全扶手，这样一来，我们就
放心多了。”郑米华说，“新换的智能马
桶，有离座自动冲水、脚踢冲水等功能，
一开始我们还不习惯，用了没多久就适
应了。”

家的改造，也让郑米华这一年的生
活变得更加“敞亮”。

几十年来，以竹编技艺为业的他，
家门口和屋子里堆放的成品、半成品、
竹编原料等，几乎是囤积成山。旁人眼
中的“杂物”，都是老郑眼中的宝贝，一
直舍不得丢弃，加上屋子采光不好，居
住空间显得愈发狭小逼仄。

趁着改造的契机，郑米华将这些杂
物都搬到了章安老街的竹编铺子里。老
郑骄傲地向记者介绍：“这里现在是我
的工作室。”

之前，郑米华一直在家中做竹编，
现在，他白天基本上泡在老街的工作室
里。今年，来章安老街游玩的游客多了，
他的竹编铺子也热闹了起来，“还有外
国人喜欢我做的竹编，尤其是金鸡、白
鹤等动物造型的，他们觉得很灵动，一
次性买走了不少”。

说到自己的事业，老郑显得格外兴
奋。在他的回忆中，竹编这门手艺，在50
年前还是个“铁饭碗”，当时家家户户生
活中都离不开竹制品。手艺是从父辈传
下来的，他再传给两个儿子。后来，竹编
不再“吃香”，他们就想法子将竹编做成
手工艺品、伴手礼等。

竹编铺子已经成了郑米华的“第二
个家”。之前摆在家里积灰的作品，如今
都能在这里重现光彩，比如耗费了一个
多月制作的竹编作品《章安古郡》，以及
最近制作的编字扇、亚运扇系列等。传

统工艺在老郑的手中玩出了新花样。
今年，老郑说自己根本闲不下来，平

日不仅要顾店，他还经常去村里的文化
礼堂、学校等，将非遗技艺普及给更多
人。最近，还有学生专门来章安老街找他
学手艺，他就在闲暇时间制作了不少“毛
坯”，像是竹编篮、竹编提灯等，简化了繁
琐的步骤，方便学生直接上手体验。

问到老郑来年的愿望，他的回答很
质朴，一是希望家人健康平安，二就是
守住自家的竹编铺子，让传统手艺流传
下去。

从家开始，奔向幸福生活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今年是很充实的一年。通过山隐，

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他们来自天南
地北，从事各种行业，我感受到了大家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山隐咖啡
的主理人释藤在谈起这一年的收获时，
如是说。

明年，她将继续利用好这个平台，
在做好经营的同时，努力把更多资源链
接在一起，让大家共享。

从无到有

今年 5月份，释藤顶着许多争议在
仙居县淡竹乡的绿道悬崖下打造了山
隐——一家乡村咖啡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家咖啡馆
真的会有生意吗？朋友和周边的村民都
替释藤担忧。

释藤却不担心。在她看来，乡村咖
啡馆是自带流量的。她需要考虑的是如
何宣传，让大家知道山隐的存在。

于是，在刚开始打造咖啡馆时，释
藤便在抖音、小红书等多个平台开通账
号，以#花 100万 30天打造一个乡村咖
啡馆，你会来喝吗？#这个话题，通过拍
摄日常打造过程的视频，来吸引大家的
注意。

效果十分不错。“自开业以来，咖啡
馆的生意就挺稳定的。半年经营下来，
营业额比我预想的要好许多。客人对我
们也十分认可，其中一个客人给我发信
息说来仙居三次，可是没有找到山隐，
他说下次无论如何都要从上海过来仙
居喝杯咖啡，可见山隐对他有一定的吸
引力。”释藤笑着表示。

咖啡馆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夏天。山

隐前面就是韦羌溪，夏季有许多游客举
家过来玩水纳凉。“大家玩耍过后，会来
咖啡店坐坐，点杯咖啡、点份烧饼。那时
候，我们店里的座位完全不够。”

入冬后，随着天气变冷，释藤发现
咖啡馆的生意渐渐“冷静”下来。在她看
来，乡村咖啡馆因为地处偏远的乡间，
客人上门消费存在一定的局限。“除了
节假日和周末，平时人比较少。夏日，本
地客人多，外地游客也多，到了冬季，客
人明显就少了，差别很大。这就是乡村
咖啡馆的困境，淡旺季明显。”她分析。

好在释藤有先见之明，她在打造
咖啡馆之初就在大厅里打造了一款壁
炉。“我们把壁炉的柴火烧起来，室内
就暖和了起来，冬天客人的体验感也
比较好。”

再接再厉

经过半年多的经营，释藤知道风景
和颜值都是乡村咖啡馆的“流量密码”。

“现在年轻人出门旅行最迫切的需
求就是拍照片、发社交媒体。山隐要想
火，关键是把店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
再搭配线上运营。”所以，在打造山隐
时，她花了许多心思。

环顾山隐，到处都是网红拍照打卡
点：每个区域都由圆弧形拱门打通，不
仅增加了空间的通透性，还颇有艺术

感；因为 主 打 时
尚元素，除了靠窗的木制高脚凳，咖啡
馆里的椅子多数是亚克力材质的；店内
最漂亮的一个窗口，把窗外的碧水青山
牢牢框住，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不过，释藤也知道，再美的风景如
果一成不变，那也将变得普通。所以，她
决定明年重新打造一些网红打卡点：

“比如说在咖啡店门口设计一些标语，
做一些主题，这样就可以吸引客人多次
过来打卡。”

此外，山隐夏季生意好，室内空间
完全不够容纳客人，释藤计划在院子里
再搭建玻璃房、小木屋等新空间，增加
客人的体验感和新鲜感。

为了更好地引流，也为了利用好咖
啡馆这个独特的空间，释藤决定明年启
动一些新的活动。“我准备在山隐举办
一些高端的活动和沙龙，吸引媒体和消
费者的关注，让有效传播做到最大，比
如艺术家驻地、合作工作坊、户外音乐
节、文创市集和展览等。”

乡村咖啡馆的“网红”之路

2023年年终特别策划·回望

曦禾农场举办的亲子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回归自然，身临其
境地感受农耕生活的乐趣。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山隐咖啡馆

郑米华的家改造前（上）和改造后（下）

郑米华在章安老街的工作室里制作郑米华在章安老街的工作室里制作
竹编工艺品竹编工艺品。。

路桥街道儿童友好社区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曦禾农场的有机农产品曦禾农场的有机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