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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安

吉 县 递 铺 街

道 六 庄 村 的

葡 萄 进 入 采

摘季，“夏黑”

“阳光玫瑰”

“蜜光”“美人

指”等十来个

品 种 的 葡 萄

挂满枝头，一

派丰收景象。

张卉 摄

余姚河姆渡万亩茭白田成“致富田”

上午10时许，满身是汗的任月潮从

茭白田里劳作回来。这几天，他每天要

卖掉3000多公斤茭白，有自家农场产

的，也有从周边农户处收的，“我们雇了

本地村民采收茭白，每人每小时30元，

从晚上10时一直干到次日天亮，保证把

最新鲜的茭白送到城区早市。”任月潮

说。

今年52岁的任月潮种了20多年茭

白，经历了茭白市场行情的起起落落。

眼下，他的农场种植了50亩茭白。他告

诉笔者，以前河姆渡农户几乎家家都种

茭白，但主要以自己吃为主。上世纪90

年代起，镇里指导农户大力发展茭白生

产，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并向宁波、上海

等周边市场销售。

“那时候，茭白批发价也就每公斤

六七角钱，可城里菜场零售价要高出近

3倍。”老任说，正是看中了其中的商机，

之后几年，河姆渡镇出现了一批茭白经

纪人，一边种一边拓展销售渠道。高峰

时，全镇有几百名经销户，把茭白卖到

全国各地。

任月潮在农场边建起了一座保鲜

库。笔者走进库房，里面全是一摞摞带

着叶子的茭白，蔚为壮观。“库里能存放

5万公斤茭白，保鲜一个月没问题。”老

任说，现在利用冷藏车，河姆渡的茭白

已卖到广州、深圳、江苏等地。

河姆渡镇农业办干部胡俊峰说，镇

里的罗江、小泾浦、中江等几个村是河

姆渡茭白的核心产区，品质也最好。

最近两三年，河姆渡茭白市场价格有

所提高，今年市场零售价每公斤16元

以上，而且供不应求，“不仅摊贩抢着

来收，每天很多城区的老年人乘公交

车到镇里来买茭白，农民足不出村就

能赚到钱。”胡俊峰说。

把握商机，小茭白走向大市场

胡俊峰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河

姆渡镇茭白种植面积已近万亩，但那时

种的都是单季茭，上市时间只有两个

月，且品质一般，种植效益一直上不去。

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把小茭白

做成一个大产业？当地在改良品种上

下功夫，30多年间，先后选育、引进和推

广了30多种茭白新品种，还找到了对付

茭白锈病的有效药，解决了茭白种植防

病的一大难题。河姆渡镇小泾浦村农

民俞宝法说，现在农户大多种植“八月

茭”和“浙大茭白”以及本地双季茭等新

品种，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几个品

种分时搭配，将河姆渡茭白的上市时间

延长至8个月，市民一年四季皆可吃到

新鲜茭白。“像双季茭白，入夏和深秋各

收一茬，亩产量可达万斤，收入比以前

翻一番还不止。”俞宝法说。

科技兴农大大激发产业潜力。进

入21世纪后，河姆渡茭白产业向品牌

化、标准化转变，制定了河姆渡双季茭

白地方标准。2002年申报认证为宁波

市万亩无公害茭白生产基地和无公害

农产品，2004年认证为“绿色食品”，

2006年建设成为省农业科技示范区河

姆渡茭白种植基地、河姆渡茭白种植国

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优选良种，茭白采收四季不断

2005年，福寿螺被一养鸭户带进河

姆渡。这个外来物种繁殖速度很快，产

卵数量多，还专吃茭白叶芽和嫩茭白

肉，河姆渡茭白面临“灭顶之灾”。

当地农技人员经过反复试验，想出

了一个好办法：在茭白田里养甲鱼，用

甲鱼来消灭福寿螺。“甲鱼不仅消灭福

寿螺，长得肥壮结实，排泄物还能肥田，

实现双赢。”农民钱爱忠说，茭白田套养

甲鱼后，每亩收入2万元不在话下，比原

来增收5000元。

目前，河姆渡全镇套养甲鱼的茭

白田约 2000 亩，通过几年的生物防

治，基本控制住了福寿螺的危害。但

新的产业发展瓶颈又摆在了眼前，那

就是劳动力不足。“河姆渡的土壤、气

候非常适合茭白种植，但茭白的种植、

采收都要靠人工，特别是到了采收季，

劳动强度非常大。”胡俊峰说，现在的

种植户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肯

务农的很少，因为劳力缺乏，这些年当

地的茭白种植面积一直慢慢萎缩，目

前只有1.5万亩，不到高峰期的一半。

如何让茭白产业长久发展下去？

这几年，河姆渡镇采取了多种措施，实

施产销一体化创新提升工程，探索提质

增效新路子。“把甲鱼养好，提升品牌影

响力，让农民从养甲鱼中赚到钱，继而

推动茭白扩种增产。”胡俊峰介绍，此

外，河姆渡镇还与科研部门合作，建立

了国内首个茭白研究中心和茭白种质

资源圃，保存全国各地茭白品种48个，

并培育出“河姆渡双季茭白”和“余茭4

号”两个新品种，并探索将茭白茎叶加

工成獭兔饲料或烧成生物颗粒炭棒销

售，进一步拉长茭白产业链。 余建文

生态种养，推动产业绿色发展

夏季，余姚市河姆渡镇的“八月茭

白”迎来采收季。每天早上六七点钟，

农户们将一捆捆鲜嫩的茭白打包装车，

直送市场。

“河姆渡茭白名气一直响当当，这

两年更是市场旺销，价格也好。”余姚河

姆渡镇罗江村阿六生态农场负责人任

月潮说，眼下，茭白的田头批发价是每

公斤6元，农场年亩产值有望达到1.5

万元以上。

河姆渡镇茭白种植历史悠久，在河

姆渡遗址考古挖掘中，发现7000年前

就有茭白存在。自上世纪80年代起，

河姆渡农民开始大面积种植茭白。多

年来，在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茭白已

成为当地的农业特色产业。河姆渡镇

还被命名为“中国茭白之乡”，当地的万

亩茭白田成为的“致富田”。

“我们都是回头

客，去年就来这里采

摘过，感觉这里的水

蜜桃口味特别好，所

以今年又约了几个小

姐妹买了十几箱，都

是冲着这些个头大、

相貌好的精品水蜜

桃。”7月8日，在绍兴

市上虞区丁宅乡百味

园农庄，笔者碰到了

特地从绍兴赶来采摘

水蜜桃的游客朱萍

萍。

百味园农庄负责

人王荣斌告诉笔者，

园内25亩水蜜桃已经

成熟，采摘期从6月底

到8月底，其中精品装

的每箱70元，一箱12

个；普通装的每箱50

元，每箱4公斤左右。

近年来，农庄把采摘

游作为销售主渠道，

成功在丁宅乡树立起

了自己的口碑。当前

正值水蜜桃上市之

际，许多游客慕名前

来，在桃园里尽情采

摘，不仅尝到了时令水果，又享受

着夏日收获果实的乐趣。

“今年受天气影响，水蜜桃产

量较去年减了不少。但是前期政

府为我们农户支了不少招，除了农

技方面的知识宣讲外，还通过线上

线下各种渠道帮我们加大宣传、拓

宽销路，实现了水蜜桃减产不减

收。”上虞虞农果园负责人黄月飞

笑着告诉笔者，今年，她和丈夫在

上宅村承包了 30 多亩地种植桃

子。

“我家的桃园虽不大，但我们

这里的水蜜桃色美、味甜、个大、汁

多，卖得很俏！”黄月飞一边忙着采

摘，一边喜笑颜开地向笔者介绍，

除了“赤月”和“湖景”等水蜜桃品

种，现在果园还先后引种了蟠桃、

黄桃、冬桃等多个桃子品种，采摘

期从5月中旬开始可持续到11月

上旬。

作为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和省

级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近年

来，丁宅乡的“四季仙果”基地发展

呈燎原之势，从春季的草莓，夏季

的桑葚、蓝莓、葡萄、水蜜桃，秋季

的猕猴桃，再到冬季的冬桃、冬枣

等，全乡“四季仙果”种植面积

8000余亩，共有968户农户参与种

植。 楼丽君 章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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