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迈出大学校园参加工作开始，1997年出生的

赵祝林一直有一个梦想：远离城市的喧嚣，经营一家

文艺小资的花艺小院。如今，她的创业梦想已经初

步实现，在回民区西乌素图村，赵祝林和朋友共同设

计、经营的“一植小院”正式向顾客开放。在这里，顾

客可以赏花、喝茶、插花、制作手作，一起陶冶情操、

修身养性，一起卸下疲惫、放松解压。

近日，在和林格尔县徐沟窑
村赵锁枝种植基地，赵锁枝正带
领村民抢抓农时，有序地翻地、
起垄、覆膜、播种，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

今年 50岁的赵锁枝是一名
退伍老兵，退伍后从事工程机械
作业。然而，从小在乡村长大的
他始终怀揣着深厚的乡土情怀，
这份情感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愈
发强烈。

2015年，他下定决心投身农
业种植领域，开启了人生的新征
程。如今，他身兼数职，凭借着
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家乡的热
爱，在农业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
地，不仅荣获多项荣誉，更成为
行业内的佼佼者。

回到家乡和林格尔县，赵锁
枝开始在全县各地考察选址，最
终选定在徐沟窑村建立种植基
地。2015年，种植规模只有 300
多亩，到 2018 年已达到 7800 余
亩，种植种类涵盖玉米、土豆、荞
麦、谷子、洋葱、辣椒等作物。“现
在种植基地里的一草一木，都出
自我们的双手。”望着蓬勃发展
的基地，赵锁枝的成就感溢于言
表。

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农业
技能，他先后参加了新型职业农
民、高素质农民领头雁、“头雁”
项目等培训，不仅开阔了自己的
眼界，还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
技术与种植管理经验。种植基
地在他的经营下，逐渐走上机械
化、科技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
发展之路。

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实
践经验，赵锁枝组织成立了和林
格尔县农牧业协会，现已吸纳46
家会员单位，涵盖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农牧业公司、农
业科技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流
转土地 8万多亩，种植业占比达
80%以上，占全县耕地（水地）的
10%左右。

“我成立农牧业协会的初
衷，不仅要帮助农民把好产品卖
出去，更要卖出好价钱。协会搭
建资源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实现
会员资源整合、抱团发展，持之
以恒把农牧业产业做大做强做
优，进而带动更多农牧民实现增产增收增效，为推动全
县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赵
锁枝对记者说。

此外，在产业发展和布局方面，赵锁枝不断探索推
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种植业以玉米、马铃薯等经济作
物及谷子等杂粮为主；养殖业则以肉牛、肉羊等为主，现
有肉羊2000多只、肉牛900多头；配备120多台套大型农
机具，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既凝聚了当地众多农牧业经营
主体，又有效提升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激活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

“未来，我们将加大智慧农业投入力度，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从种植到收获全流程的精
准管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不断延伸农业产业
链，立足当地农牧业资源，开发辣椒、土豆和玉米等深加
工产品，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拓宽农民的增收
渠道，推动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赵锁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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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理花卉

休闲品茶

花艺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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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赵祝林制作的项链
和摆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赵祝
林告诉记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小
物件，其实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制作摆件的时候重在体验，做出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物品，最后
的成品也会让人很有成就感，整
个过程很解压。

谈到创业，28 岁的赵祝林感
慨良多。

她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从事
教育行业，每逢休息的时候，就喜
欢到公园或者郊外散步，静听大
自然的声音，远望美丽的风景，忘
却 心 中 的 烦 恼 ，卸 下 所 有 的 疲
惫。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远离城
市喧嚣的花艺小院，能静下心，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按照自己的
意愿生活。

“现在的我，梦想照进现实，
感觉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对于这
个小院，我倾注了很多心血，对这
里的每一盆花，每一个摆件，都有
难以言喻的感情。也希望顾客能
够喜欢这里，趁着休息时间来这
里寻得一份宁静和安然，体验花
艺和手作带来的乐趣。”赵祝林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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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年底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之后，我便和朋友在这里看房子，最终
决定租下这个小院。今年 3月份开始
设计装修，花费了很多心思，不仅更换
了窗户，还精心打造了一个水池，就连
小木屋的地板也是用心设计的。”赵祝
林说，今年 4 月中旬，小院正式开业。
刚开始，她打算在这里开设一家花艺学
校，又觉得花艺学校过于单一，于是增
加了手作、茶室等项目，让顾客拥有多
样选择，多重体验。

如今，赵祝林的花艺学校已经开
课，不少市民利用周末时间过来，不仅
可以学习插花、养护鲜花等知识，还能
享受宁静怡然的时光。

说到手作，赵祝林表示，自己很喜
欢将不同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这样的动
手过程妙趣横生，能让不同物品组合之
后产生另一种奇妙的效果，沉浸其中，
不仅可以忘记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还
能创作出一件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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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早晨，阳光明媚、微风轻拂。走进
西乌素图村，这里静谧祥和，漫步其中，可以静
听鸟语、细嗅花香。

来到“一植小院”，赵祝林正在西屋为鲜花
和绿植浇水。“在这里，顾客可以了解鲜花的栽
培养护知识，学习插花技术。”赵祝林介绍，顾
客还可以制作压花工艺品，将鲜花通过压花器
制作成一个平面，类似于植物标本，放在框子
里当作摆件。“这边是空气凤梨摆件，在空气中
就能存活，隔段时间给它补点水就可以；这边
是永生花的工艺品，这种花保存时间较长，所
以也叫永不凋谢的花……”谈及自己的作品，
赵祝林滔滔不绝。西屋临街，店内精致时尚的
陈设布置经常引得路人频频回眸，忍不住想进
店一探究竟。

漫步花艺小院院内，生机盎然的气息迎面
扑来，各种绿植和鲜花在赵祝林的精心布置培
植下，呈现出耀眼夺目的一面，各种挂件装饰，
也使整个院子别有风味。

赵祝林告诉记者，她在小院设置了多功能
室、花艺造景教室、小木屋手作区、茶室等。在
花艺造景教室，记者看到了学员自己设计制作
的花艺造型。赵祝林说，她大学毕业后从事幼
儿教育工作，但一直对花艺情有独钟，去年一
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西乌素图村游玩，便被这
里的艺术气息吸引了，感觉整体氛围和花艺比
较契合，于是，便想到了经营这样一家花艺小
院，远离城市喧嚣，让大家在这里插花、手作、
品茶，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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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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