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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象山定塘镇沙地村的头茬草莓已悄然上市，红红的颜色映红了果农的

笑脸。图为游客正在品尝刚采摘的草莓。 吴敏勇 摄

北风乍起，草莓大棚里却暖意融

融。这几天，在象山县定塘镇沙地村，

今年头茬草莓已悄然上市，红艳艳的果

子映红了果农的笑脸。

大棚里，果农黄秀红正小心地采收

最早一批成熟的草莓。笔者看到，大棚

内的草莓多数还处于开花阶段，只有小

部分挂上了红彤彤的果子。

而在村游客服务中心，却是另一番

繁忙景象。果农们正在有序排队等候

收购，他们身边放着采摘的新鲜草莓，

放眼望去，满目红色，十分诱人。

“今年雨水偏少，天气比较干燥，下

苗早一点的草莓已经成熟，比去年提前

了10天左右。”不少果农表示，眼下还

处于本地草莓零星上市阶段，主要供应

宁波市区水果批发市场，批发价在每公

斤50元左右。沙地村是象山草莓的主

要产区之一，全村共种植大棚草莓100

亩，品种以“章姬”“红颊”“新颜”为主。

黄秀红说，今年气候条件不错，光

照充足，草莓长势比去年好，预计亩产

量可达2000公斤，亩均效益3万元以

上，有望迎来一个丰收年。

近年来，定塘镇大力培育无公害

草莓品牌，采用四膜覆盖，保温保墒，

使用饼肥，增加甜度，并采用滴灌技

术，生产的草莓突出鲜、嫩、早，甜味

正、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

张颖

象山：沙地第一棚草莓红了

下沙：今冬首批奶油草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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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草莓都是种在地上，一畦挨一

畦，满园草莓看着固然可爱，但采摘时也

有一些不便，腰弯久了会累，不小心还会

踩到草莓植株上。今年，龙泉市悄然兴起

一种新的草莓种植方式，搭起架子，让草

莓住上“空中楼阁”，干干净净、轻轻松松

就能把草莓摘了。

近日，笔者走进龙泉市剑池街道宏山

村的兰树英智能化草莓种植示范园，只见

一株株草莓植株整整齐齐地种在一排排

架子上，一颗颗红艳艳的草莓果实垂下

来，等待被人摘走。行走在其中，一伸手

就能摘到心仪的那颗草莓，而草莓扎根的

也不是土壤，而是利用可再生资源椰糠为

基质做的“营养土”。

在兰树英的操控下，草莓架子的高度

可随意切换。“我这引进的是荷兰的升降

技术，通过升降调节，人们站着就可以摘

到自己心仪的草莓。”今年，兰树英到台州

等地进行考察，引进先进技术，着手种植

了8亩“空中草莓”。她介绍，“空中草莓”

远离地面、泥土，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种

植过程中，大棚也采取封闭状态，为生产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创造了条件。

“拨叶、疏果、采摘，都不用像以前一

样弯腰蹲着，站着就能操作。不脏脚、不

弯腰就能做农业。”兰树英说，将草莓从地

面搬到“空中”，通过智能化科学施肥，可

以减少劳动力，在管理上也轻松不少。

与普通草莓相比，“空中草莓”在产

量、采摘周期等方面体现了自己的“优越

性”。“种在土里的草莓亩产有2—3吨，而

我们这个草莓亩产能达到5—8吨，生长

周期也可以相对延长。同时，大棚内的温

度、湿度也是可控的，所以种出来的草莓

品质、口感都会更佳。”兰树英说，本月底，

采摘园将正式对外开放，她相信自己种的

草莓经得起消费者的检验。

“到我这里摘草莓，大人小孩们可以

穿着小白鞋、裙子来，可以站着优雅地摘

草莓，还可以美美地拍照。”在销售上，兰

树英则把采摘游、自驾游客人定为“空中

草莓”的主要消费群体。

项素兰 严淑凡 张世法

12月7日，在建德市新安江街道黄泥墩村田间，种植大户黄锡明与妻子忙着在

大棚里采摘鲜甜通红的头茬草莓，日采摘量有三四十公斤，深受市场青睐。

宁文武 摄

12月8日上午，在舟山市定海祥

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

潘世清与人保财险舟山分公司签下了

保单，为自家种植的5亩草莓投了保。

有了这份保险，草莓加了一道“护身

符”，草莓种植户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

草莓种植周期较长，从每年的9月

份一直到来年的二三月份，其间会遭

遇各种风险，特别是越冬期间，产量最

高也最容易“受伤”。连续阴天或雨

天，容易发生灰霉病、冻害，严重时，整

批草莓产量下降可达70%。

往年，大棚草莓未入保，定海草莓

的保产保值很大程度上仰仗“天公作

美”。但凡遇上自然灾害或病虫害造

成草莓产量受损，农户们也只能一声

叹息。如今，大棚草莓终于投入政策

性农业保险的“怀抱”，有了政策保障，

农户们的种植风险大大降低。

据了解，大棚草莓种植保险试运

行一年，主要对三类情形造成的草莓

生产损失进行赔付，即风灾、暴雨、洪

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雹灾、

冻灾、暴雪、干旱等自然灾害，持续低

温阴雨天气造成的冷害、灰霉病、茎

腐病、白粉病等病虫害，以及空中运

行物坠落等意外事故；保险期内，损

失率达到10%（含）以上，农户就可获

赔。草莓种植面积2亩（含）以上且

大棚符合建造技术要求，即可投保；

种植面积未达到2亩的种植户，可通

过村委会、专业合作社组织参加保

险。

“草莓每亩保费500元，其中财政

承担80%，我只需付100元。政府出

得多，个人掏得少，这是项惠农政策。”

手捧保单，潘世清高兴地给笔者算了

一笔账：他给自家的5亩草莓地购买了

种植保险，若在成熟期受灾时，便可得

到最高每亩5000元的赔偿。潘世清

透露，去年受台风和病虫害的影响，自

家草莓减产近四成。如今有了“护身

符”，再遇到灾情就不用愁了，“花几百

元，就能买来一家人的安心，很值得”。

王倩倩 洪娜 裘晶晶

舟山：保险让草莓种植户吃下“定心丸”

龙泉：“空中草莓”让你优雅采摘

莓莓““ ”” 一场初雪过后，整座城市被寒气裹

挟，但临海市邵家渡街道的草莓大棚里却

是暖意融融。钻进大棚，一股夹杂着香甜

草莓味儿的热气扑面而来。放眼望去，满

眼是绿。一颗颗红彤彤的草莓点缀在大

片绿叶间，色泽鲜亮，让人垂涎。一些“吃

货”早已禁不住“甜蜜”诱惑，驱车从市区

赶来，挎着个小篮子，穿行在田间，采撷冬

日里的“小莓好”。塞一颗进嘴里，捧一把

在手心，满嘴、满手都是甜蜜。

“由于气候原因，今年草莓的上市时

间比往年略早了些。今年果实的外形格

外漂亮，口感也比去年的要好。”看着自家

近4亩草莓长势喜人，种植户王天满的心

里乐开了花。每天清晨，他早早就将最新

鲜的草莓送到集中收购点。经过挑拣、包

装，这份“小莓好”，就会被运往全国各地。

和王天满一样，当下，邵家渡街道

的上千草莓种植户都奔波在这“莓”好

时光里。据介绍，邵家渡街道草莓种植

已有 20多年的历史。起初，只有几户

人家小面积试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加入。2002 年，在

政府的支持鼓励下，莓农们自发组建了

第一家草莓专业合作社——邵家渡草

莓产业合作社。彼时，钓鱼亭一带的

700多户莓农加入了合作社。2007 年

后，枧桥区块开始成为草莓产业的集中

种植区域。经过多年的探索，邵家渡草

莓逐渐打开了市场。至目前，街道辖区

草莓种植面积达 6000 多亩，种植品种

以“红颊”为主，也有“越秀”“小白”等新

品种，年产值过亿元。

为了让邵家渡草莓的“金字招牌”越

擦越亮，邵家渡街道不定期召开先进种植

经验分享会，邀请草莓种植专家到棚到

户，一对一指导种植，为他们解决技术难

题；举办邵家渡草莓节、优质草莓展示会

等活动，不断拓宽草莓销售渠道；深度挖

掘当地生态资源，做大做强“草莓+旅游”

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农民增收。

蒋超颖 谢希

临海：草莓小镇开启“莓”好时光
12月1日早上8点多，杭州下沙草

莓种植户俞国明从自家的10个草莓棚

里，摘出了近30盆草莓。他用保鲜膜

把草莓包裹好后，放置在阴凉处等着客

户来取。

摘完草莓，他又忙着给10个草莓

棚掀开晚上保温用的塑料膜，打开大棚

里的灌溉系统……草莓大棚里草莓苗

长势很好，已经开出了大片的草莓花，

结出了嫩绿色的幼果。

这段时间，俞国明吃住几乎都在草

莓大棚边，为的就是悉心照顾好这些草

莓。他说，2020年春节时，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大量的草莓来不及采摘和销

售烂在了地里，草莓种植户们亏损不

小，大家都盼着年底新一轮草莓丰收

“回回血”。

俞国明简单估算了一下，这段时

间，一个草莓大棚里一天顶多能采摘出

20公斤左右的草莓。“最多的时候，一

个草莓大棚每天能采摘出近100公斤

的草莓。”俞国明说，近期的草莓产量顶

多是草莓大量上市时的五分之一左右。

产量低了，价格自然就高。目

前，市面上“下沙奶油草莓”的售

价在 70 元/公斤至 90 元/公斤

之间浮动。在本地草莓品种

里，“下沙奶油草莓”每公斤普

遍要贵2-4元。笔者粗略测

算了一下，按照下沙草莓的

个头大小，每公斤约有40颗

草莓，换算下来，每颗草莓大

概要卖到2元左右。

尽管目前“下沙奶油草莓”

的价位整体还偏高，但买草莓的

人却络绎不绝。“手机响个不停，几

乎一半以上的电话都是来订购草莓

的。”俞国明说。

为什么“下沙奶油草莓”这么受欢

迎？“下沙奶油草莓”的品种为“章姬”，

是一个种植较为普遍的草莓品种。但

下沙、乔司农场甚至海宁一带特有的沙

土地以及毗邻钱塘江的独特微气候环

境，让这里种出来的草莓，口感酸甜、多

汁，咬起来脆软，个头大品相也好。

此外，新鲜是“下沙奶油草莓”的另

一大卖点。草莓一定要吃新鲜的，当天

采摘的和隔天的草莓相比，口感要好很

多。基本上，目前在市面上售卖的下沙

草莓都是当天一早采摘的。“我们大部

分草莓是直供超市、水果店和生鲜卖场

的。”俞国明说，如果赶早一点，甚至还

能买到挂着露珠的新鲜草莓。

在俞国明的草莓大棚里，笔者尝到

了今冬的第一颗草莓，奶香味十足，虽

然味道还稍微偏酸，但已经很好吃了。

谢春晖 孙兆伦

近日，在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卢村的金东区农合联草莓产业分会里，员工们正在分

拣、包装果农刚采摘来的新鲜草莓，准备装车运往嘉兴市场销售。 潘秋亚 摄

12月8日，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石桥村草莓大棚内，志愿者们正帮着种植大户采摘头茬

草莓。 张斌 摄

冬天的第一颗草莓，你吃了吗？在衢州

柯城的草莓采摘园内，今年冬天的第一季草

莓已新鲜上市，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草莓藏于

绿叶间，等着大家去采摘。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柯城区万田乡的下

蒋村，十余个草莓采摘大棚内一片春意盎

然，红彤彤的果实垂挂在田垄绿叶间，个个

果形饱满、色泽均匀、鲜嫩欲滴。咬上一口，

鲜甜多汁的果肉立刻滑入嘴中，香甜的气息

填满整个口腔，让人欲罢不能。

农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草莓，沉浸在丰

收的喜悦之中。“我们天亮就开始采摘、挑

选，将精品草莓一篮篮装好，送往市区多家

水果店。”下蒋村草莓种植户王秀丽说。

下蒋村有草莓种植户10余户，种植面

积达30多亩，已形成较大的采摘、市场供应

规模。在政府引导和自身的摸索努力下，下

蒋村的草莓种植户们已基本形成现代化大

棚种植模式，在选种、选地、种植等方面有了

丰富的技巧和经验。

“我们选种时注重选取产量高、甜度好

且易储藏的草莓品种，一般一株果苗可采摘

四至五茬。”草莓种植户蒋海建告诉笔者，他

们还会在每个大棚内放置一个蜂箱，以蜜蜂

授粉的方式提升草莓产量与质量。如今，下

蒋村的草莓深受本地市场欢迎。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草莓种植户开展技

术指导培训，希望将下蒋村的草莓招牌越擦

越亮。”万田乡相关负责人说，下蒋村草莓已

走出了一条大众化、专业化的道路，农户们

也在种植特色水果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了

“致富经”。 柯轩

近日，笔者走访多家草莓基地发现，嵊

州市各地草莓陆续成熟进入市场，每公斤价

格在90至100元，而在温室大棚亲手采摘

的方式很受市民欢迎，价格也更优惠，每公

斤70至80元。

来到浦口街道大江村上江自然村，这里

的草莓基地基本都摆出了“欢迎采摘”的招

牌。嵊州市陈斌草莓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告诉笔者：“我一共有7个大棚种植草莓，现

在头茬成熟的基本已经被摘完，从11月底草

莓成熟开始每天都会有游客前来采摘，基本

能够做到日销20公斤，天气晴好的时候每天

会来好几批游客，加起来有近20人。”

据了解，上江自然村的种植户基本和陈

斌一样选择一种名叫“红颜”的草莓，这个品

种口感脆甜不易软烂，从11月底头茬成熟

一直到明年5月都能挂果。陈斌还特地从

北京引进富硒营养液，让草莓能够生长得更

好，营养更丰富。他还着手学习杭州、上海

等地的先进种植技术，准备给草莓搭架，让

其长在“树上”，方便游客采摘。

陈斌说，自己平常都通过微信朋友圈来

宣传，更多还是靠游客口口相传。游客王红

宝就告诉笔者：“是朋友跟我说这边可以摘

草莓，口味也很好，今天天气好我就来尝个

鲜，确实个大味甜，价格也比店里卖的便宜

一些。”

现在，各地草莓陆续成熟，价格正逐日

走低。等到临近春节，价格又会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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