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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家村”到方家村

不远千里，他从江南水乡来到古魏
大地；干劲满满，他将一腔热情融进芮城
果业发展。他就是企业家方建龙。

方建龙 1970 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
市桐庐县江南镇石阜村。据他介绍，石阜
村 98%以上的村民都姓方，村中还保留
着规模不小的方家祠堂，所以石阜村又
被称为“方家村”。

当然，见到方建龙并不是在石阜村，
而是在芮城县东垆乡的方家村。

从桐庐“方家村”到芮城方家村，相
隔千里，是什么风把方建龙吹到了这里？

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
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2020 年 9 月初，方建龙好友的女儿
嫁到了方家村。或许是姓氏原由，初听方
家村，方建龙感到莫名亲切。于是，他不
远千里，跟着朋友来到了方家村。

出于对北方农村的好奇，他便在村
里转悠。当看到个别村民家成熟的苹果
烂在地里而无人问津时，他的心在颤抖。

“这可是满地的‘黄金’呀！”方建龙
说。彼时，他正在研究果酿技术，“如果能
把这些苹果就地酿酒，果农也不会那么
心塞了”。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方”牵。来的时
候说好只待几天，到约定回乡之日，方建
龙却不想走了。

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长年受江南水
乡的滋养，方建龙习惯了“斜风细雨不须
归”的轻柔。来到黄土高坡后，仅是大不
相同的气候之变，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方建龙记得，来到芮城的第一个冬
天，大早上起来上厕所，马桶竟然被冻破
了。这对一直生活在南方的他来说，简直
不可思议。

“冷冻还能勉强接受，可冬天的大风
让人很难适应。”他回忆说，“那风刮在脸
上，就像刀子一样，割得人生疼。”

就是这风，把方建龙刮成了“孤家寡
人”。

原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朋
友，大家商量着一起投资来干这个事。

那时正是九、十月份，河东天高云
淡、秋高气爽，令人乐不思“杭”。转眼进
入11月份，变天比翻书还快的气候，让方
建龙的几个朋友吃不消了。

“朋友们在杭州都有自己的生意，觉
得犯不着跟老天较劲，就纷纷撤走了。”

他说，“可这是我牵的头，要是中途放弃，
那就前功尽弃了。”

朋友们离开后，重担一下就落到了
方建龙的身上。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关
停了在杭州的工厂，并进行了变现。虽然
唯一的女儿极力反对他这么做。

孤注一掷也好，自断后路也罢，方建
龙豁出去了。

从固体苹果到“液体苹果”

“芮城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
品。目前，该县苹果种植面积达25.5万余
亩，年产量35.9万余吨，产值12亿余元，
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实地考察、深度了解“芮城苹果”
后，方建龙决定扎根方家村，成立山西方
家果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家果酿）。
东垆乡党委、政府及方家村村“两委”对
于他的加入，全力支持。

场地很快找好了，虽然合伙人中途
退出，但并不影响公司的初期建设。其
间，芮城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现场办
公、上门服务，让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温暖。
就在方建龙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疫情出现了。“好在有县、乡、村各级的帮
助，公司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他说。

到了今年4月份，已经投入800余万
元的方家果酿顺利通过省市“生产许可”
的验收，正式投产。短短几个月，该公司
生产的苹果酒、桃酒、杏酒等就获得了市
场认可。在10月底举行的第七届山西（运
城）国际果品交易博览会上，其系列产品
受到了人们的好评。

王会永曾任方家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卸任后在方家果酿从事生产
管理工作。

“方家果酿的开办，盘活了村集体经
济，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民的果子就近
就卖了，而且卖上了好价钱，有的村民还
有了打工收入。”他说，“更重要的是，提
高了苹果附加值，延伸了果业产业链。”

“酒香不怕巷子深，坚持总会有收
获。”对于新的一年，方建龙充满信心，

“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规模，让更多人尝到
高品质的‘液体苹果’。”

本栏摄影 记者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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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浙江杭州的方建
龙，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前
的一次古魏之行，竟成了迁
徙之旅。

短短三四年时间，他在
芮城累计投资了800余万元
来实现自己的“果酿梦”。
这还不止，他计划继续“加
注”，让梦想离现实更近一
些。

前不久，他的爱人也从
家乡来到芮城，“这下好了，
咱这后半辈子，就留在这儿
了”。

又是拖家带口，又是背
井离乡……方建龙到底是
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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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果酿系列产品▲方家果酿的原料——“芮城苹果”

12月18日，位于夏县裴介镇大吕
村的山西北冰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在车
间赶制订单。

据了解，早在2010年，退役军人王冰
回到大吕村后，瞄准市场需求，办起集
服装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民营企业。

他购回先进的自动裁床、电脑上
袖机、电子圆头锁眼机、定型整烫机
等流水线现代化设备，专门进行职业
装、西服、帽子等产品的加工，成品
远销青海、甘肃、河北等地。同时，
该公司吸纳附近村60余名留守妇女在
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至
4000元，不仅增加了收入，还方便照
顾孩子和老人。

特约摄影 张秀峰

夏县60余名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