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编辑：葛勇进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95 E-mail：gyj1888@163.com
2023年8月19日 星期六 4

郑雨章说，常山县西瓜平均亩产

可达 6000 多公斤，而且由于品种好，

品质高，批发价一般是市场上普通西

瓜的2至3倍。“近年来，常山西瓜的市

场知名度越来越高，常山人会种瓜的

名声也越来越大。”

但市场也会波动。2006年开始，

国内西瓜行情出现了一个“拐点”，往年

一直俏销的常山“拿比特”西瓜在上海

等地出现滞销。郑雨章利用多年跑市

场结识的人脉，将当年生产出的西瓜

销往四川成都，虽然价格没有以前那

样高，但还是暂时解决了当年5月上市

的第一茬西瓜销路问题。到了7月，露

天种植的“拿比特”开始大批量上市，由

于这个品种的西瓜不耐长途运输，运

到半路，部分西瓜就开始烂了。郑雨

章当即决定：缩短运输距离，运往长

沙。当时长沙市场上并没有这个类型

的西瓜，正是这个临时决定，又打开了

一个新的市场，当年，25 万公斤常山

“拿比特”西瓜在长沙抢占了市场。

随着市场的一步步拓展，同时也

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不少农户带着

经验和技术选择在销售地种植西瓜，

一批本地的种植能手被高薪聘请。瓜

农郑志福说，去年他在江苏省连云港

市种植了70亩西瓜，挣了50多万元，

今年打算扩大到 120 亩。目前，在江

西、湖南等地租地种西瓜的常山瓜农

多达70多人，成为常山人闯市场的一

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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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招：培育品牌，拓展全国市场

近日，由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领衔

培育的黄姑鱼“全雌1号”通过全国原

种与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成为舟山

市获批的首个水产新品种，也是今年

我省主导培育的唯一一个水产新品

种。

黄姑鱼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殖

鱼类，针对黄姑鱼雌雄生长差异大

（雌鱼生长比雄鱼快30%）、规格不整

齐等问题，项目组制定了详细的育

种技术路线，通过学习世界上先进

的水产性控育种经验，进行黄姑鱼

全雌苗种培育技术的自主开发，先

后突破黄姑鱼雌核发育、伪雄鱼诱

导、分子育种以及全雌鱼培育等关

键技术。经过近 20 年的科技攻关，

终于培育出“全雌1号”新品种，并创

建了黄姑鱼全雌苗种规模化制种技

术，实现了这些技术的中试及产业

化。该品种规格均匀，生长速度比

常规的黄姑鱼品种提高 28.28%，养

殖产量提高40%以上，养殖效益提升

约50%，相关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目前，项目组已初步建立了“育

繁推”一体化技术体系，建设苗种规

模化繁育基地 3 家，在舟山、宁波象

山、台州大陈岛、温州洞头等地建立

示范养殖企业 20 余家，养殖面积

1000余个网箱，养殖水体5万立方米

以上；在福建宁德、山东日照、威海等

地推广网箱、池塘养殖面积 200 余

亩。该品种将为我省乃至全国的海

水鱼类养殖提供优质新苗种，推动全

雌育种技术的提升与普及，有效带动

海水养殖产业提质增效。近3年，黄

姑鱼“全雌1号”创产值5250万元，利

润1575万元，成为沿海渔民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 沈海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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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西瓜大王”郑雨章的种瓜秘诀

水产新品种黄姑鱼“全雌1号”通过国审

近日，天刚蒙蒙亮，郑雨章就来到地里查看西瓜长势。今年50岁的郑雨章，已有26年的种瓜经验，这

几天正是西瓜大量成熟收获的时节，他最担心的就是裂瓜问题。

郑雨章是常山县东案乡田蓬村人，2001年承包了常山县金川街道菖蒲塘村的15亩地，开始种瓜。一

路摸索，一点点拓展、带动，他从一个人种瓜到组建西瓜协会，如今整个常山县种植西瓜的农户有400多户，

种植面积约3000亩，这还不包括在外省租地种瓜的人员。在他的带领下，种西瓜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

渠道，他被常山人亲切地称为“西瓜大王”。郑雨章的种瓜法宝是什么？他总结出三招制胜秘诀。

第一招：选好品种，卖出理想价钱

说起西瓜，消费者大多关注甜不

甜，可在郑雨章看来，远不止这点。

1997年，郑雨章只身前往上海帮

人种西瓜，发现雇主家的西瓜不但易

管理，而且售价高、效益好，一打听，

得知种的品种叫“拿比特”。这个品

种收获早，下市晚，而且皮薄甜度

高。2000 年下半年，郑雨章回到常

山，在金川街道菖蒲塘村租用了15亩

土地，开始尝试种“拿比特”。

当时和郑雨章一起尝试种瓜的

还有另外4户农户，结果第二年夏天，

家家都迎来了大丰收。“不但还清了

家里的贷款，还赚了5万多元。”郑雨

章说，种瓜能挣这么多钱，一下子吸

引了一大批村民加入种瓜行列。

“那时，常山农民说，但凡盖上大

房子的村民都是种西瓜的。”郑雨章

说，当时普通西瓜的批发价是每公斤

0.4 元，而“拿比特”西瓜的收购价却

高达每公斤4元，相差十倍，亩均收益

2万多元。“两个人精心管理，就能打

理 10 亩至 15 亩的瓜田，一年可赚几

十万元。”在郑雨章的影响下，整个常

山县，规模最大时有700多名农户种

植西瓜。

东案乡瓜农郑志华，在常山县球

川镇种西瓜多年。2001年，见到郑雨

章种西瓜的效益好，他也租了15亩地

开始种“拿比特”西瓜，凭借夫妻二人

的勤劳苦干，2009 年，郑志华一家盖

起了三层楼，还买了车。“掌握了种植

技术后，西瓜产量和收入一直很不

错。”郑志华说，这些年每年都有20多

万元收入。

2007 年，在郑雨章的带领下，瓜

农们联合成立了东案乡西瓜协会。

协会成了大家交流种瓜经验、攻克生

产难题的重要平台。现在，常山县种

植的西瓜品种也随行就市，引进了

“蜜童”“兰芯”“岚蕙”“京玲”等市场

走俏的十来个品种。

第二招：钻研技术，突破种植难题

西瓜是传统的大众水果，生产季

节性较强。对此，郑雨章和瓜农们想

出了一个妙招：就是错峰生产，采用

大棚种植，每年5月、6月就可以采收

西瓜，然后再种第二茬西瓜，这样就

避开7月、8月露天西瓜上市的旺季，

9月、10月再收获第二茬西瓜。合理

错季，效益翻倍。

“广东、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都

有我们的大客户。”郑雨章说，随着

市场拓展，又带来了一个令人头疼

的问题：长途运输易造成西瓜破裂，

损失不小。2009 年，常山县农业农

村局推荐瓜农种植耐贮运、甜度高

的“蜜童”西瓜，但无人敢种，郑雨章

又成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

带头在自家的5亩地里进行试种。

第一茬瓜出了问题，看上去很红

的瓜瓤却一点也不甜，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经多方请教，郑雨章发现“蜜

童”西瓜存在“上红”快、“上甜”慢的

问题。于是，调整收瓜时间，第二批

瓜就大获成功，且市场价比此前种的

“拿比特”贵了一倍。2010年，常山的

瓜农们又开始大面积种植“蜜童”西

瓜。

如何让西瓜走向高端市场？2018

年，郑雨章利用自己在宁波市农科院

学到的立体种植技术，开始搭架挂藤

种西瓜，让西瓜吊着生长，均匀受光，

表皮颜色好看，并严格控制每根藤上

的西瓜数量，以保证果实养分充足。

这样不仅让西瓜外观好看，而且品质

也大幅提升，甜度增加，市场批发价

高达每公斤20元。

“瓜好一半苗。”为破解西瓜重茬

问题，2019年，在郑雨章的指导下，田

蓬村引进了一套育苗嫁接设备，通过

将西瓜苗嫁接到南瓜藤上，育出的苗

实现了“土地不轮作、年年有瓜收”的

目标，突破了西瓜地不能连年种的技

术难题。如今，田蓬村村集体拥有

1000 平方米的育苗大棚，每年育苗

200多万株，为村集体带来70多万元

的经济收入。

连日来，在乐清市湖雾镇

跃进塘的葡萄产业园里，农户

老陈和工人们忙着收获小土

豆。在他身后，一辆辆货车进

进出出，将一袋袋“珍珠小土

豆”运出葡萄园，准备销往各

地。

今年，该镇“珍珠小土豆”

首次迎来大丰收，总产量可达

数千吨。这些小土豆圆润饱

满，煮熟后，味道松软甘甜。由

于品质好，小土豆投放市场后，

十分走俏，成为村民致富的“小

金豆”。

与众不同的是，“珍珠小土

豆”种在原有的葡萄园里，采用

立体化种植模式。这种模式让

土豆、蔬菜等作物和葡萄共享

空间，在确保葡萄不减产的情

况下，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

率，同时也增加了农户收益。

立体种植带来的高效益，

这是让村民们想不到的好事。

湖雾镇是乐清市最大的葡萄种

植基地，有葡萄种植户 100 余

户。皮薄、汁多、个大、味甜的

湖雾葡萄，深受周边市民喜

爱。然而，每当葡萄收获后，数

千亩葡萄园便处于漫长的“冬

眠”期。农户们曾尝试种植其

他作物，但由于缺乏技术，始终

不见成效。

近几年，小土豆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帮助农户增产

增收，湖雾镇牵线搭桥，在专家的指导下，推广

“葡萄藤下种土豆”这一全新的种植模式。

在该模式中，利用定头村原有的葡萄产业

园，新建60亩高标准小土豆种植大棚，同时，安

装现代农业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设备，

全程采用机械化种植采收。收获的土豆以订单

模式销售，为农户解除后顾之忧，实现可持续生

产。

今年该镇“珍珠小土豆”总产量预计达8000

吨，年产值有望达 4000 万元。当地 700 户农户

及村（社）因此增加收入。

在日前刚刚落幕的乐清“甜美共富”葡萄文

化节上，湖雾镇与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葡萄+小土豆”现代农业园全产业链建设项

目共富协议。该公司将为该项目提供专项资金

帮扶和技术支持，帮助湖雾进一步完善打造

1350亩“葡萄+小土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农业

园。

接下来，湖雾镇将投入1300万元，注册特色

商标，建设日产10吨小土豆预制菜综合加工厂

和专业销售公司，并完善小土豆专业合作社、专

用有机肥基质厂、育种工厂等配套设施场地，让

小土豆产业由单纯种植向加工业延伸，进一步

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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