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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刘灿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太湖县江
塘乡大塘村就十分热闹。来自各地
的游客纷至沓来，或亲子游，或拓
展训练，或课外研学，或欣赏乡村
美景。

原本沉寂的乡村“燃”起来，皆
因一个人——“太商”宋柳林，和他
的新项目“田园大塘综合体”落地
家乡。

返乡创业 回报桑梓

宋柳林是从大塘村走出去的成
功商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考上
了大学。由于家庭贫困，学费和生
活费是靠亲戚邻居们凑齐的。从那
时起，回报桑梓的信念就在他心中
萌芽。毕业后，他赶上了时代的红
利，在家电行业打拼，不断积累管理
经验，逐渐成长为上市公司高管。
此时，生活优渥、在外漂泊的他，
越发思念家乡。

“经过多年的发展，乡村越来越
美丽宜居，很适合未来养老，我想提
前做一些产业布局。另外，每年春
节回来，都被各级干部招商引资的
热情感动。他们很多不是太湖人，
尚且能为太湖付出这么多努力。作
为本地人，我觉得更应该为太湖发
展做贡献。”宋柳林说。

当他把回乡创业的想法告诉家
人朋友时，不出意外地遭到他们的
一致反对。妻子对他放弃安逸的生
活回到农村从头开始十分不解。宋
柳林反复做工作、描绘蓝图，最终说
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乡创业。

2019 年，经过调研论证，一个
名为“田园大塘综合体”项目构思应
运而生。随后，宋柳林夜以继日工

作，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土地
租赁、实地测量、规划设计、资本募
集等工作。

助力文旅 信心满满

文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会遇到
审批程序复杂、协调难、运作周期
长、遗留问题多等共性问题。

“太湖县各个部门在审批、建设
等环节分工协作，提供一站式服
务。”宋柳林说，在土地使用方面，林
地合法合规的使用，需要经过省、市
等各部门审批，太湖县有关领导为
其跑部门、作说明、作承诺；在与村
民沟通、协调矛盾等方面，相关部门
也是一马当先。

让宋柳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是，项目周边原先有个鸭棚，对产业
可能造成一定的污染问题。对此，
村干部主动与对方沟通、协商搬
迁。“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未来二
期、三期的投资建设，把我们的项目
建设得更好。”宋柳林表示。

历经两年多的建设，2023 年 9
月16日，投资8000万元，占地1500
亩的田园大塘农旅综合体一期开
园，初步建成融农业观光、田园度
假、生态游憩、户外娱乐等功能为一
体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包括餐饮会
议、野奢酒店、乡村民宿、亲子游乐、
农业体验、课外研学等10个大项50
个子项目。

“让游客见山、见水、见乡愁，体
验最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开业半
年来，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营收约
400 万元，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宋柳林信心满满地说，“今年将
开展二期的民宿、酒店建设，提升接
待能力。未来还有三期，聚焦康养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营收
3000万元，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我住在县城周边，一到周末
总想着带孩子出去玩玩。现在田园
大塘建起来后，我经常邀请三五好
友带着孩子一起来玩。”游客余绍
芬说。

项目的建成，也带动了当地群
众就业。今年54岁的黄生科，曾歇
业在家，现负责田园大塘农旅综合
体游乐中心的运营和管理，经常利
用抖音、微信等新媒体为乐园宣传
造势，每月工资 4000 多元。目前，
该园像黄生科一样的工作人员有近
40人。

“文旅产业是太湖县首位产业
之一，随着五千年文博园、花亭湖等
旅游业态不断深度开发，我们可以
作为大景区的有益补充，集吃、住、
游、乐、购于一体，让来太湖的游客
有更好的体验，助力太湖文旅产业
发展。”宋柳林表示。

能人回归 振兴产业

其实，宋柳林只是太湖县“太
商”返乡创业代表之一。回来的还
有牛镇镇返乡“太商”，创办晨风游
艇俱乐部，带火“夜市经济”，夜市文
化节吸引游客1万余人、交易额35
万余元；江塘乡龙寨村返乡“太商”，
盘活闲置校舍，村集体年分红15万
元，带动群众就业36户58人……

2023 年，太湖县实施“‘太商’
返乡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书记项
目，回引“太商”93 人，盘活闲置农
村资产 56 处，为村集体增收 347.4
万元。初步形成引回一批能人、振
兴一方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
景象。

“为做好‘太商’返乡创业工作，
我县实施‘四个一’项目服务工作机
制，落实专班服务，为新签约项目提
供‘妈妈式’服务。线下线上多渠道
搜集企业诉求，及时为企业纾困。
同时，根据企业需求，以培训、供需
对接、座谈会等方式切实提高服务
企业效能。”太湖县企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李黎说。

盘活闲置资产、为村集体增收、带动群众就业……

“太商”回乡 播下振兴的种子

本报讯（见习记者 冯婉）“大
爷，您这个枇杷树长势不错！记得
施有机肥，果树品质才会好。天气
渐渐热起来了，虫害防治也要多注
意。”4月9日上午，大观区海口镇林
业站站长程从新正在对村民进行种
植与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指导。

自全市“摇钱树”工程启动以
来，大观区海口镇镇江村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开展“摇钱树”种植工
程。工程开展以来，村两委分片包
干，发动村民利用宅旁、村旁、路
旁、水旁等“四旁”和自留地等土地
种植“摇钱树”，并制定了农户种植
苗木明细表。截至目前，已栽种秋
月梨1840余株、桃树1800余株、枇
杷700余株。

“在树种的选择上，我们选取了
在本村有种植历史、好生长且口感
好的果树作为主要种植树种，这样
不仅村民们喜欢，以后在市场上受
欢迎程度也高。”大观区林长办主任
杨传宝告诉记者，品种选好后，林业
部门的技术人员还帮助村民们搭好
丰产架子，对村民们进行技术指导
与防治病虫害方面的教学，把好苗
木关、整地关、栽植关和验收关，实
现种一株，活一株，见效一株。

“政府出钱帮我们买树苗，还教
我们怎么种，‘摇钱树’工程是真的
让我们受益了。”村民陈长坤说。村
民们对“摇钱树”种植热情高涨，纷
纷申领树苗，种植在自家房前屋后，
果树栽种数量已超过预期计划。

接下来，大观区将建立产销管
护机制，强化跟踪与技术指导，采
取“线上+线下”监管模式，将“摇
钱树”工程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和市、区林
长制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让

“摇钱树工程”成为富民工程，助力
乡村振兴。

村民争种“摇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