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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同濟大學的厲海金曾在國外發展過
一段時間，回國後在上海投資了多個酒店旅
遊項目。作為一名80後，他對厲家寨的歷史
本來並沒有特別的感覺。走出家鄉，他才意
識到厲家寨曾經多麼輝煌，他甚至在香港發

現了一本關於厲家寨的書。

打造面向長三角的「果籃子」
2019年，久居上海的父母思鄉心切回到厲家寨，厲海金亦決定
回鄉創業，先後投資建設了海洋食品產業園和電梯智能製造產業
園。前者位於隔壁的日照市，後者就在厲家寨。他從上海帶回了
六七十個高端人才一起聯合創業，大部分是山東籍老鄉。
「我是在這裏出生的，這時候回來做一番事情，除了當地的
政策好，還有家鄉的情結在。」厲海金的回歸亦受到家鄉人的
熱烈歡迎，「招工時村支書親自到各個單元樓道發布通知，要
大家優先考慮我的企業……」談及此事，厲海金深有感觸，
「鄉親們對我的期望蠻高的，我很感恩。」

去年櫻桃成熟時，正值厲海金的孩子在上海出生，
在醫院陪護的他，獲悉家鄉的櫻桃因疫情滯

銷，立刻在朋友圈發布信息尋找銷
路，半個月內銷售了7萬

斤左右。其

間他首次在厲家寨實行果
品分級，優質櫻桃收購價
達到每斤20多元，客戶反
饋極佳，在上海為厲家寨
櫻桃打響了知名度。
有了去年的經驗，今年
厲海金已成立專門公司銷售臨沂地區的櫻桃、桃子和蘋
果，打造面向長三角的「果籃子」。據其介紹，今年準備
用直播帶貨、認養一棵樹等線上線下多種方式進行銷售，
預計銷量可達10萬斤以上。

鄉愁裏有櫻桃的味道
相較前兩個項目，櫻桃項目的投資並不算大。但厲海
金非常重視。如果說鄉愁是兒時的記憶，他的鄉愁裏有
櫻桃的味道。在外多年，他始終認為最好吃的仍是小
時候那種酸酸甜甜的小櫻桃。如今品種在變，味道在
變，鄉情和思念卻沒有變。
「每年我都會帶着南京、常州的老鄉回來採摘，有
些人還投資了我的企業。這也是家鄉給我的饋
贈……」 他近期註冊了一個文旅公司，準備在厲
家寨發展生態旅遊，他希望家鄉一直保留着淳樸健
康可持續發展的狀態。「這是一種心靈上的回
歸。」厲海金說，創業更需要當年「愚公移山」的
精神和骨氣，厲家寨的發展亦是如此。

80後海歸還鄉創業
疫下助銷7萬斤櫻桃

厲家寨位於三山、五嶺、兩河之間，過去自然條件惡劣，水土流失
嚴重，糧食平均畝產不到100斤。1951年，時任村黨支部書記厲月
坤，帶領全村黨員群眾開展閘山溝、修水庫、整梯田、封山造林等多
項水土保持工程。歷時十餘載，他們把5,000餘畝耕地建成了高產穩
產田，開創了新中國土地綜合整治之先河。到1957年，厲家寨糧食平

均畝產達到了550斤，提前十年實現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目標，創造了山區糧食高產的
奇跡。毛主席獲悉後對厲家寨欣然作出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
個好例」。從此，厲家寨名揚全國，成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
光輝的旗幟，吸引了50多萬人參觀學習。

大

厲家寨村位於山東省莒南縣坪上鎮北部，處於「三山一水」之間。全
村現有3,547人，耕地面積3,014畝，山林面積5,680畝。

今年51歲的厲明聰，是厲家寨村黨支部書記，從小聽着上一代人
「戰天鬥地」的故事長大。據其介紹，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厲家寨村
民仍是以種植小麥、地瓜為生，一畝地的收入只有兩三百元（人民
幣，下同）。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明顯已處於落後狀
態。為此，厲家寨村委會派人去同省的煙台市學習大櫻桃種植技術，
準備在全村推廣。

榮獲中國十大櫻桃品牌
「當時許多老百姓心有顧慮，村裏就拿出80畝地承包給個人，等賣完
櫻桃算了一下，一畝地的收入達到了兩三千元。」厲明聰說，老百姓意
識到種櫻桃比種糧食掙錢，開始大面積種植，到現在厲家寨除了櫻桃
樹，已沒有其他農作物。
櫻桃好吃樹難栽。為提升村民的櫻桃種植管理水平，厲家寨櫻桃種植
專業合作社於2009年12月正式成立。據理事長滕厚玉介紹，合作社每
年定期邀請山東果樹研究所的專家到田間地頭現場授課，入社的果農不
僅可以學到新技術，引入新品種，櫻桃成熟後還進行統一銷售，每年可
增收1萬元左右。年底合作社會拿出一部分收益幫扶貧困戶，也會視收
益情況給社員分紅。

「目前合作社已由最初的6戶發展到326戶，資金規模由50萬元發展為900萬元。不
僅如此，合作社還帶動周邊6,800餘戶村民種植大櫻桃，總面積達2.6萬畝，總產
1,200萬公斤，產值2.4億元。厲家寨所在的坪上鎮已成為臨沂市大櫻桃種植規模、
產量最大的區域。」據介紹， 2016年厲家寨被評為「中國櫻桃第一村」。 2018
年，厲家寨合作社被評為國家級農民合作社示範社。也是在這一年，「厲家寨櫻
桃」榮獲中國十大櫻桃品牌，並入圍中國區域公用品牌榜，品牌價值4.47億
元。

第一書記破解發展瓶頸
今年34歲的上官蘇曉，是臨沂市委組織部派駐厲家寨的第一書記，至今
年4月已滿3年。2018年4月，上官蘇曉和任職組同事到任後對厲家寨進
行了深入調研，發現厲家寨雖然櫻桃種植規模大，但存在果樹品種老
化、種植分散等問題，銷售渠道也很單一，仍然沿襲路邊擺攤的傳統銷
售方式。上官蘇曉提出建設一座櫻桃科技示範園，此建議得到了村委會
的大力支持。
2018年9月，櫻桃科技示範園以厲家寨櫻桃種植專業合作社為實施
單位，在原村莊拆遷所在地流轉土地120餘畝開始建設。該項目總投
資890萬元，設有櫻桃大棚、櫻桃研發中心，電子商務中心，新型職
業農民培訓中心、櫻桃文化中心等，擬打造成櫻桃產業典型示範區、
現代農業先進樣板區和櫻桃種植技術培訓基地。
示範園內，櫻桃大棚的樹苗全部為國內外最新品種，其中一個面
積10畝的大棚引用了物聯網技術，可自動控制溫度和濕度，進行水
肥一體化管理，所產大櫻桃色澤鮮、產量高、口感好、耐儲存，每
斤售價高達80元，未經上市便預售一空，整個大棚銷售總額突破
100萬元。2020年5月，在全國優質櫻桃大賽上，厲家寨櫻桃基地選
送的布魯克斯大櫻桃榮獲「金獎」。在示範園的帶動下，周邊的果
農亦開始改變品種。示範園內的新型職業農民中心，定期邀請農業
專家現場授課，每年全市有一兩千名農民來此學習。

成為「全國文明村」
轉眼上官蘇曉在厲家寨的任職即將結束。駐村以來，他積極向上級

有關部門爭取政策和資金支持，累計爭取協調資金2,400萬元用於村
莊建設發展。如今，一棟建築面積3,000平米的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已
投入使用，內設便民服務大廳、社區衞生室、雪亮工程監控平台、農
家書屋、科普館等功能區，為村民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此外，他還
協調在拆遷騰出的土地上建設沿街綜合樓和農貿大棚，通過出租每年
可為村集體增收幾十萬元。而通過環境整治和網格制管理，厲家寨的
村容村貌亦有大幅改變。2020年11月，厲家寨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設
指導委員會表彰為「全國文明村」。八十年代的經濟薄弱村而今已成為
鄉村振興的示範村、樣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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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桃7萬餘斤。 受訪者供圖

●昔日整山治水治
理出的良田，如今是漫山
遍野的櫻桃樹，當年的種糧
先進村，現在已是「中國櫻桃
第一村」，山東厲家寨櫻桃品
牌價值已達4.47億元人民

幣。受訪者供圖

●毛主席曾為厲家寨題詞。 胡臥龍 攝

●●厲家寨廣場俯瞰圖厲家寨廣場俯瞰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厲家寨村黨支
部書記厲明聰。

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江宏 攝

● 上官蘇曉
到任後對厲
家寨櫻桃產
業進行了深
入調研。
受訪者供圖

向城市社區過渡
「現在農民的純收入由20年前的人均2,000元提
高到現在的22,000元，村裏人已住上帶電梯的新樓
房，學校、文化廣場、圖書室等設施一應俱全。」
談起厲家寨的變化，厲家寨村黨支部書記厲明聰言
語之間透着自豪。
近年來，位於臨港經濟開發區駐地的厲家寨，正
在向城市社區過渡。舊村拆遷蓋樓，開發區內企業
亦給村民提供了就業崗位。唯一不變的是山上仍種
滿了大櫻桃。

厲明聰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筆賬，近幾年一
畝普通大櫻桃的收入已達一兩萬元，村民只是四五
月份櫻桃成熟前後比較忙碌，閒時還可以到周邊的
工廠去上班，每月工資也有五六千塊錢，櫻桃樹平
時的施肥、澆水、剪枝等工作在空餘時間或交給老
人打理即可。
「不過，現在願意種地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要保
住『櫻桃第一村』這個金字招牌，未來需要整合村
民零散用地，引入經營大戶進行集約化管理，發展

高效農業。」厲明聰坦言。

電商高鐵助力發展
據了解，厲家寨黨支部已於2020年收購了櫻
桃種植專業合作社，參與合作社的重大決策。
目前合作社正在探索櫻桃深加工，開發了櫻桃
酒、櫻桃果汁、櫻桃果脯等系列產品。合作社
還率先引進櫻桃水預冷設備，大幅提高了櫻桃
的品質和保質期，為電商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

撐。通過與京東等電商公司及順豐等物流公司
的合作，厲家寨櫻桃走向了北京、上海、廣州
等大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1月高鐵開進了沂蒙山

區，厲家寨擁有了一個以自己村名為名字的高鐵
站。這對發展鄉村旅遊、櫻桃採摘等均有一定推動
作用。去年的櫻桃節上，厲家寨村還請了網紅帶
貨，不少村民在短視頻平台直播櫻桃採摘，一箱箱
大櫻桃乘着復興號運向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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