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甸园家庭农场搞活农产品流通 助力乡村振兴

陈文是城康村的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在室内装修行业打拼多年，站稳脚跟之后，陈文选

择遵循自己的内心，返乡当一名“新型农民”，亲手建造伊甸园，让城市人“回归最初的生

活，拾回原始的味道”。

伊甸园家庭农场位于城郊街城康村，占地约 40 多亩，有山林田地、鱼塘等。该家庭农

场内并未进行过多的建设，保留着浓郁的农家风貌，目前主要养殖鸡、鸭、鱼等，种植荔枝

和番薯等，不仅能让城市人享受农家生活、体验农耕乐趣，还致力于通过网络将城康村内优

质农产品销售出去。

◆利用互联网销售模式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在城康村，我种水果比不过水果迷城、种蔬菜比不过神农田园，那么，为什么还要自

己搞种植呢？我只要和他们合作，通过我们的会员家庭和电商平台，让村里的无公害农产品

能够‘走出去’就可以了。”陈文的话语中透露出自豪感。

“回归最初的生活，拾回原始的味道”，陈文的这个想法让他的“伊甸园”受到很多希

望吃上放心食物的城市家庭的青睐。从 2015 年底着手经营至今，他的农场已经吸纳 150

多个会员家庭。“我们利用原生态的方式喂养鸡、鸭、鱼，将其中一部分提供给会员家庭，

另一部分在自营电商平台上销售。”陈文在农业种植上并不在行，因此他经营的农场扮演更

多的是平台与接口的角色。

“目前我们农场已经与城康村多个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我们的会员家庭和电商平台，为

村里的无公害农产品拓宽了销路。”他表示，农场还同城康村多家有机稻米种植农户合作，

“我们收购的稻米，一定是原生态自留种稻米，因此能够确保稻米的质量可靠。在此基础上，

我们以比市场价稍高的价格收购，为村民带来更大利润，提高农业生产收入，让他们愿意从

事农业生产。”

“其实，不少会员家庭喜欢周末住在农村，寻找一份安宁，但农场暂时还不具备住宿条

件，所以我都将客人安排到村里的民宿。”陈文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伊甸园也将有自己专

属的特色民宿，如水管屋、木屋等。

◆离开城市

返乡建造“伊甸园”

陈文是一位出生在城康村的 80 后。因为父母要外出打工谋生，所以他从小就随父母到

了广州市区生活。在这 30 年里，他每年只有在重要的节假日时，才会回乡看看。“每次回

到村子，家乡美丽的风貌都让我流连忘返，这里就像是复乐园。而每一次离开，就像是失乐

园。”说话时引用《圣经》是陈文作为一名基督徒的本能。

伊甸园在《圣经》的原文中含有乐园的意思。在返乡创业之前，陈文一直从事室内装修

行业，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但每当夜深人静时，陈文脑海里就像在播放电影一样，不断浮现

出家乡的美丽风景。“我什么时候才能建设自己的伊甸园呢？”陈文轻声问自己。

2015 年，时机终于到来了。“一方面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我回来照顾他们；另一方面

社会对于健康无公害的有机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陈文成立了家庭订单式农场，

为城市家庭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和农耕体验。2016 年，陈文在注册公司时毫不犹豫地使用

了“伊甸园”这个名字。

◆从失败中找出路

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我们就是因为务农挣不到钱，才离乡别井打工谋生的。如今你干室内装修已经干得有

声有色了，竟然想着回老家当农民，简直就是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父亲对陈文厉声训斥，



不看好他当“新农民”的前景。

“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栽了跟头。”陈文苦笑着。由于丝毫没有务农的经验，加上不

清楚周边的市场环境，陈文投入一万元购置的火龙果种植设备只能成为摆设。“当时完全不

知道从化竟然有那么多人种植火龙果，也不清楚火龙果销售市场已经完全饱和，幸好发现得

早，如果着手种植了，我会亏得更多。”每次想到这件事，陈文都感到后怕。

缺乏务农经验确实是陈文的硬伤。原本以为种植水稻很容易的陈文，在亲自尝试过后，

才真切体会到“粒粒皆辛苦”。他感叹道：“做一个农民真是太难了。”首先要雇人帮忙犁田，

随后播种、育秧、插秧，然后灌水、除草、治虫等，最后收割。 一造水稻种下来，耗费在

田间的人力物力实在太多了，确实不是陈文这位“新农民”能够轻易承受的。如果忙活这么

久可以迎来丰收也就罢了，但由于管理不到位，陈文这造水稻的收成并不理想。他坚定地说：

“以后只能少种一些，不能全部田地都种植水稻了。”

两次的失败，加上了解到一些农业公司因种种问题相继结业之后，陈文开始寻求一种更

好的经营模式：“单一的种养然后销售农产品的模式，很难走得长远，我们必须整合资源，

才能避免恶性竞争，还能提高抗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