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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晴

“100 盆大红色的仙客来发往上海，

感谢感谢，新年快乐！”记者在桐乡崇福

农创园见到尹海龙时，他正一边接电话，

一边忙碌着。

尹海龙是一名“85后”农创客，2018

年来到位于桐乡东安村的崇福农创园创

业，承包14亩连栋温室大棚，开办了桐乡

花间园艺有限公司，主要种植仙客来、火

焰南天竹等20多种花卉。“当初，农创园

提供租金优惠、惠农保险、贴息贷款等扶

持政策，我的事业才顺利起步。”说起农

创园，尹海龙竖起大拇指。

崇福农创园于2014年开园，由“政府

搭台，创客唱戏”。这里建有高标准农业

设施大棚及各种相关配套设施，推出一

系列“保姆式”孵化举措，吸引了不少像

尹海龙这样的农创客入驻。

来这里创业的“凤”越来越多，当地

政府又开始筹建“共富大棚”，筑更好

的“巢”，带动当地农民共同富裕。所

谓“共富大棚”，就是依托农业创业创

新平台，由村党组织牵头，将村里低收

入农户的承包地以“互换并块”方式实

现集中连片，建设现代高效农业设施

大棚。建成后的大棚出租给农创客等

农业主体经营，并优先吸纳低收入农

户就近就业，低收入农户由此可获得

土地租金、入股股金和就业薪金“三

金”收入，实现增收。现在，东安村共

有47户低收入农户入股“共富大棚”，预

计每户每年可获得“三金”收入 3 万余

元。

就在记者采访的一会儿工夫，村民

张大姐已将尹海龙刚接到的100盆盆栽

花卉订单包装整齐。“有这样一份离家

近、收入好的工作真好，‘共富大棚’带富

了我们村！”张大姐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崇福农创园已帮助周

边200多个闲散劳动力解决临时就业问

题，另有 120 多个村民长期在农创园工

作。如今，依托农创园，一群平均年龄不

到35岁的年轻人和当地村民一起，奋进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本报记者 郑亚楚

今年春节期间，建德市杨村桥镇的

“草莓小镇”热闹非凡，前来采摘草莓的

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草莓行情好，整体价格比去年

涨了 60%多，现在我一天能卖七八百公

斤草莓，生意非常好。”建德市山里红家

庭农场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明告诉记

者，“这几天，还临时招了四五个工人帮

忙打包，实在来不及，中饭都是随便对付

几口就过去了。”

建德享有“中国草莓之乡”的美誉，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集草莓种

植、种苗繁育、技术服务、鲜果营销、观光

采摘、产品加工等三产融合的全产业

链。全市草莓年种植面积 8.26 万亩，产

量 16.08 万吨，产值 37.36 亿元，在品种、

技术、模式等方面领跑全国。

引种优良品种是建德草莓畅销不

衰的关键。该市联合省农科院推出了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建

德红”，该品种历经 16 年的研究和培

育，成为建德莓农的心头爱。“9 月初种

下，10 月底就可以上市，比其他品种成

熟期提早半个月至一个月左右。”建德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该品种

亩均产值可达 8 万元左右，效益比常规

草莓品种翻一番。”

“‘建德红’口感更香甜，光泽度更好，

最近卖到每公斤120元，价格比‘红颜’高

了近一倍，还很受欢迎。”赵建明高兴地

说，“销售信息一发到朋友圈，马上就被

订购完了，供不应求啊。”赵建明的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品种创新，建德草莓产业还步

入了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的“跑道”。

2021年9月，建德“数智草莓”正式上线，

围绕种植户、消费者和政府部门，构筑

起草莓行业全产业链服务管理应用系

统，让建德草莓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现

在，所有的设施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种出来的草

莓质量更好，回头客也更多了。”赵建明

说。

建德杨村桥：科技助力草莓甜

桐乡农创园：筑巢引凤促共富

新春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蔡希师

“春节期间‘菜篮子’压力不小，现在

园区里的蔬菜都销往农贸市场，希望能

给节日保供尽一份力。”当记者在温州九

城印象农业科技创业园见到园区负责人

林福荣时，他正忙着安排员工管理大棚

蔬菜，供应春节市场。

九城创业园位于平阳县，规划核心

面积2883亩，以周垟村为中心，向周边村

连片发展。“我们的园区是一个围绕三产

融合，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和农创

客项目孵化的现代农业园区。”林福荣告

诉记者。

2016年，“80后”的林福荣从深圳离

职回乡，专注于农业创新创业。有着多

年文化创意与培训工作经验的他，对如

何打造农业创业园有着独特的想法。

“通过构建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打

造集农业产教融合、毕业生实习、项目孵

化等于一体的农业科技双创孵化园区。”

林福荣告诉记者，经过数年努力，园区已

吸引了诸如上海宠淘宠物、煦龙生物科

技、浙江农林大学薯类作物科技服务中心

等明星企业和科研单位入驻，大大提升了

园区的科技水平和产业实力。目前，创业

园已引进农业企业25家，通过产业集聚、社

会化服务、产业赋能孵化出不少好项目。

平阳县红桥汇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是创业园引进的一个项目，主打绿色农

产品种植、有机食品加工销售、水果采摘

等。合作社负责人缪茂程介绍，通过创

业园的活动策划和客户引流，他主推的

水果采摘和农家乐十分火爆，大大提高

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在创业园的牵头下，温州育农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平阳县50余家蔬菜基地，

用“订单农业”的方式带动当地发展无公

害蔬菜种植。该公司负责人杨建辉说，

通过产业集聚抱团发展，既能把控产品

质量，又为一起合作的蔬菜基地提供了

稳产稳销的渠道。

据了解，该创业园已带动附近农户

增收 30%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800 余个。

“2021年，园区总产值达到5600余万元。

今年我们还有许多项目要落地，包括农

创客运营中心、数字管控中心等项目将

相继落成。”林福荣告诉记者。

平阳科创园：集聚成链产业兴

□本报记者 杨怡

长兴县洪桥镇位于太湖之滨。螃蟹是当地的特

色产业，每年的10月份到春节前后，都是捕捞螃蟹的

好时节。洪桥镇螃蟹以个大肥美闻名，这里面可是有

秘诀的。

春节前，记者来到洪桥镇一探究竟。“螃蟹捕捞已

近尾声，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投放新的蟹苗了。”洪桥

镇螃蟹养殖户谢有才是当地有名的养殖高手，他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去年他的养殖收成很好，家里也换上

了新车。

谢有才养殖的螃蟹个头大、质量好，基本上一天

有50公斤左右的订单。“2-3两的螃蟹都是散装，按斤

过秤放到市场上去卖，只有3两以上的螃蟹才会按照

公母搭配，打包成礼盒进行销售。品质优良、规格为6

两的母蟹，一只至少卖到800元。”谢有才说。

洪桥镇的蟹塘周边都是天然漾荡，这样的漾荡大

大小小有100多个，距离太湖只有300米左右。漾荡

的水非常清澈，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以上。这些漾

荡是太湖的上游水，所以水质比太湖水还要好上一大

截，自然就能养出更好的螃蟹。

洪桥镇的养殖户在螃蟹养殖前期，会在蟹塘里放

养一些螺蛳，后期要添加点小鱼和颗粒饲料，等到螃蟹

完全成熟快要上市的时候，就要投喂玉米粒，以维持螃

蟹的身体状况。这是当地养殖户摸索出的一套窍门。

“水草也是螃蟹的主要食物之一。”谢有才说，真

正懂得养蟹的高手，来到蟹塘，可不是先去看螃蟹，是

先捞水草。在他家的蟹塘中，至少种植了3种水草，其

中轮叶黑藻是螃蟹最爱吃的食物。“水草有净化水质

的功能，只要水草种得好，螃蟹的品质一定有保障。”

谢有才说。

“前几年，镇里还成立了大闸蟹产业联合会，给我

们养殖户提供了好多服务和销售途径，现在我们生意

越做越红火，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谢有才笑着说。

长兴洪桥镇：
水清蟹肥幸福年

□见习记者 郑铭明

走进龙泉市竹垟畲族乡金田村，一排排整齐的洋

房映入眼帘，村庄景色秀美、村道宽阔。农家门口挂

着红灯笼，到处洋溢着新春气息。

金田村是龙泉市竹垟畲族乡4个民族村之一。近

年来，金田村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进民族特色村寨

建设，促进村民和村集体双增收，先后被评为“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全国少数民族最美村寨”，并入选

2021年度省级民族乡村共同富裕示范点。

金田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邹维武介绍，近

几年，该村保留修复了十余处古建筑，新建移民和畲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畲族风情馆等特色展馆，

还举办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有效推动了村寨

特色文化的传承，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带动了

本地农家乐、特色小吃、民宿等业态发展，民族村寨找

到了致富路。

“以前我们这里猪栏、破寮、旧菇棚等乱搭乱建比

较多。”投资了村中两家民宿的村民钟志宏说，“现在

村里开展了电线落地、小区提升、环境美化等项目，还

打造了荷花塘、江心屿娱乐中心、党建广场等景观，增

加了畲族村寨特色，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今年春节

期间，客房很早就订满了。”随着金田村生态环境的改

造提升，民宿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希望游客能更多，

我们也会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钟志宏说。

如今，金田村的农旅融合项目还在陆续建设中。“小

区改造提升、亲水乐园综合体、网红桥等项目都在建设

中，未来的金田村将是一个集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面对金田村新一年的发展，邹

维武信心满满，“农旅融合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工作

岗位，还能带动农产品销售，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龙泉金田村：
农旅融合展新颜

2 月 7 日，磐

安县独创西瓜嫁

接专业合作社员

工正在基地里搬

运西瓜苗。该合

作社抓住当前气

温回升、雨水充沛

的有利时机，抓紧

培育西瓜幼苗，满

足市场和订单农

户需求。

孔德宾 摄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
大棚育苗忙大棚育苗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