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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沐尘畲族乡梧村村， 竹林繁茂，
更显浓郁。 海拔 600 余米的山林间，就是浙
江三禾酒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禾酒
业”）的厂房。

在发酵车间，返乡“新农人”卢国文在为
一批来自柯城区的研学团认真讲解酿酒工
艺。 “组织这样的活动，能让孩子们触摸到真
正的匠心和传统文化。 ”家长王女士感慨道。

三年闭门为哪般？
2017 年，卢国文从金华市返乡，决定在

家乡创业，并邀请来自四川省著名酒城泸州
市的媳妇、从小就学会白酒酿造技术的曾小
容加入其中。

曾小容是泸州市叙永县马岭镇凤凰村
人，她家在马岭镇一带是颇有名气的“酿酒
世家”。 她从小得到父亲白酒酿制技艺的真
传，掌握精湛的白酒酿造工艺。 丈夫祝剑敏
是沐尘畲族乡庆丰村人。2018 年，曾小容回
到丈夫的老家， 和卢国文一起投资 150 余
万元在环境优、水质好的沐尘畲族乡开始创
业，并以朋友在梧村村的老屋为起点，搭建
起 4 间钢板房，组成最初的酒坊。

创业初期，他们作出一个令人费解的决
定———闭门造酒三年。 “就像古人‘十年磨一
剑’，我们三年不卖一滴酒。 ”卢国文回忆，团
队以薏米酒、 莲子酒和畲酒为主打产品，反
复调试工艺，仅邀请亲友品鉴。

2020 年端午节， 三禾酒业首次开门迎
客，当日卖出近 1 万公斤酒，但暴露出客户
群体局限在熟人圈的问题。 随即，团队推出
“时间胶囊”存酒服务，让客户提前封存未来
用酒，为每坛酒“定格美好时光”。

“去年，我们已为 200 多个家庭、20 余家
企业完成封坛。 ”卢国文说，封坛仪式中，他们
还设计了一个动人的环节：在酒坛夹层，每位
封坛者会放进对未来期许的信笺。有的家庭给
10岁的孩子写下“待你成家立业时，我们共饮
此酒”的愿望；有的企业留下“并肩前行，来日
再相会”的真挚祝愿。这种情感联结，让传统酿
酒文化成为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

薏米梯田怎生金？
“我们酿酒的原料，全部来自村庄的土

地。 ”曾小容说，浙江人对酒的口感偏好与
她的家乡有所差异。创业初期，她以家乡传
统工艺为蓝本 ，酿制多款酒品 ，最终 ，薏米

酒凭借清香微甜的独特风味脱
颖而出。

产业起步并不容易。 酒厂位

于龙南山区，从外地采购原料的费用相对较
高。 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赴福建省学习薏
米种植技术，引进优质种苗。 2020 年，在村
集体支持下，卢国文成功流转 70 亩土地，尝
试种植薏米。 山地梯田难以机械化作业，他
便吸纳村民参与种植。 经过多轮试种，薏米
的产量和品质均达到预期目标。 于是，卢国
文又成立浙江薏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薏本生态”），专注薏米酒原料供应及
薏米粉干、年糕等衍生产品的开发。

从最初的 70 亩试验田， 到如今连片的
860 余亩薏米梯田 ， 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
2024 年，企业与梧村村共同成立了“三禾粮
品”共富工坊，通过签约订单、土地流转、基
地托管等方式助农惠农。 “农忙时节，单日用
工量超过 80 人。 ”卢国文说，仅土地流转费
用，企业每年支出 40 万元，务工工资更是超
过 60 万元， 盘活了村里 70%的闲置土地。
去年，薏米酒及薏米衍生产品为三禾酒业和
薏本生态带来了超过 300 万元的收入。

“通过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那些荒废
的山地，在企业的帮助下不仅重新焕发了生
机，还让留守老人实现了‘种地领薪金、流转
收租金’的双重收益。 ”梧村村党支部书记吴
松林感慨地说， 现在本村及周边的村民中，
有 70%的劳动力集中在薏米种植和农产品
加工领域。

“三村联动”何所至
去年以来， 梧村村联合同乡的双戴村、

社里村启动 “三村联动 ”计划 ，通过土地流
转、技术共享和市场共建，将分散的资源拧
成一股绳。

双戴村腾出 300 余亩梯田， 与薏本生
态签订 20 年长期租赁协议， 打造标准化种
植基地；社里村则依托乡强村公司，投资建
设 4600 余平方米的产业综合体， 建设集
“沉浸式” 体验车间、 畲族酒工艺文化体验
馆、游客接待中心于一体的展示窗口，预计
今年 8 月对外开放。

“强村公司收益将按比例分红到各村，
让村民共享产业链增值红利。 ”双戴村党支
部书记陆文全表示，三村之间建立了“统一
种植标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运营”的
工作机制， 形成从田间到车间的完整产业
链， 预计每年可吸引游客 3 万人次以上，村
集体及农户年增收超 200 万元。

“另外，我们正创新推出‘种—酿—养—
种’的闭环模式。 ”卢国文说，酿酒产生的有

机废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农田，酒糟作为
饲料供给村民养殖牛羊鸡鸭，畜禽粪便经处
理后反哺薏米种植。 “这不仅降低了成本，更
能实现‘零污染’耕作。 ”

在今年 3 月底举办的衢州市深化民族
乡村 “共富联盟 ”助力缩小 “三大差距 ”行
动 （龙游站 ）中 ，三禾酒业与薏本生态作为
当地重点企业， 还与沐尘畲族乡签约 “产
业共富计划”。 “酒是畲族文化不可或缺的
符号。 ”沐尘畲族乡党委副书记徐俊说，酿
酒产业已成为村庄协同发展的纽带 。 对
此 ， 联盟将集中资金和技术等关键资源 ，
为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的扶持， 促进薏米
酒的品牌提升和市场扩张， 逐步实现乡村
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龙南畲乡这坛“共富酒”，有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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