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淤泥而不染 挖藕是门技术活

左手提着高压水枪，对着淤泥猛冲；右手沿着荷茎往下探，然后用力一提，一根1米多长的

白胖莲藕瞬间从淤泥里被拔了出来。

“荷莲全身是宝，秋冬吃藕，赛过吃肉。”新鲜的莲藕，脆嫩香甜，是人们爱吃的时令菜肴。

挖藕时节，种藕人又开始忙着在淤泥里“淘金”。近日，笔者来到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乌石村，

与种藕大户余林波共享丰收喜悦。

余林波：淤泥里“淘金”的种藕人

2023年11月18日 星期六 7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创 业

2020底，余林波和另外3位种藕

的老乡一起到绍兴寻找合适地块。

经过乌石村时，看到该村正在进行土

地招投标。“富盛是山区，避风，且交

通网络发达，运输不愁。”4人当即拍

板，顺利拿下 254 亩地，其中余林波

面积最多，有90亩。

刚拍下这些地时，有些还是荒

地，余林波及时翻耕。2021年，莲藕

种下去，当年就获丰收。如今，余林

波的种植面积达到 118 亩。在他看

来，乌石村是块风水宝地，种藕有着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天时，当然是很少遭遇恶劣天

气，有利于莲藕的生长；地利，除了交

通之便，乌石村毗邻东鉴湖，引水方

便且水质优，还有绍兴人喜欢制作藕

粉，新鲜挖出的莲藕，当天便销售一

空；人和，则是当地村干部和村民对

种藕人的大力支持。

乌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全康表示，余林波等种藕大户的到

来，盘活了土地资源，在为村民带来

土地租金收入的同时，还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种藕过程中，播种、除草、

治虫等环节都需要人手，让村民在家

门口有活干，村民口袋自然鼓了。而

且，夏季荷花盛开，香气扑鼻，游客纷

至沓来。

为了支持种藕大户在当地发展，

乌石村自掏腰包完善藕塘周围基础

设施，原本坑洼的田间小路变成了平

坦的水泥路。如今，乌石村有荷塘面

积300多亩，莲藕成为该村继蔬菜之

后，种植业的又一张“金名片”。

3年下来，余林波已在乌石村站

稳了脚跟，他种出的莲藕，深受农贸

市场和藕粉制作人的青睐。当然，他

自己也学会了制作藕粉的技术。现

在，余林波不但卖鲜藕，还卖藕粉，种

藕的效益越来越好，路子也越走越

宽。

余林波对未来有着更深的考虑，

想在藕田里套养泥鳅和黄鳝等，搞立

体种养，把藕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以前在宁波尝试失败了，现在我四

处请教，想再试试。”余林波满怀信心

地说。 王晓宏 张梦霞 周可阳

天时地利人和 种藕之路越走越宽

秋天的乌石村，田野色彩缤

纷。行走在干净整洁的田间道

路上，随处可见碧绿的蔬菜和满

塘的莲藕。走近余林波的荷塘，

一眼望去，只见塘面上漂浮着些

许残荷。原来，为方便挖藕，余

林波提前把荷叶清除，只留矮矮

一截荷茎露出水面。

穿上连体防水裤，戴上皮手

套，左手拎着一根高压水枪，余

林波走入荷塘。塘水浅，淤泥

深，他却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看准一根荷茎，锁定莲藕位置，

余林波提起水枪，对着它四周一

顿猛冲，紧接着右手沿着荷茎往

下探去，再用力往上一拔，一根

洁白的莲藕从淤泥里露出真容。

“你们看看，有 1 米多长，

每节都长得很饱满。”余林波举

起莲藕喜滋滋地说。在他看

来，挖藕考验体力，更是一门技

术活，不仅要快，还不能折断。

“折断了，不但留在淤泥里的莲

藕难以挖出来，淤泥也容易进

入莲藕孔，清洗很麻烦。”余林

波说。

“莲藕刚上市时，新鲜脆爽，

每公斤能卖十五六元。”余林波

说，现在莲藕完全成熟，更适合

加工成藕粉，挖藕也进入高峰

期，每天要挖上万斤，除了销往

农贸市场，更多是卖给制作藕粉

的人。

余林波说，今年他的莲藕长

势跟去年差不多，亩产2000多公

斤，刨去种子、肥料和人工等成

本，每亩净利润约3000元。“我有

近百亩莲藕，收入比打工强。”他

心满意足地说。

今年 46 岁的余林波是江西

潘阳县人，年轻时曾当过兵，皮

肤黝黑、身材偏瘦，但眼神透出

一股执着劲儿。20多年前，他携

妻带子，从江西到宁波打工。起

初，他贩卖莲藕，从嘉兴等地批

发莲藕，到宁波的农贸市场销

售，卖不完时，还得拉到金华、台

州等地销售。

一年中有3个月无新鲜莲藕

上市，且进货价格高，利润薄，余

林波的收入有限。后来，在老乡

建议下，他在宁波市鄞州区承包

了70多亩水田，开始自己种藕，

走上了产销一体化之路。

挖藕有技术，种藕门道也不

少。余林波从品种、种子的选择

到如何种植，都力求做到最好。

品种他选用湖北的“鄂莲5号”，

该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淀粉

含量高，吃起来比较糯，特别适

合制作藕粉。种子同样要选精

品，他亲自到莲藕基地，挑选个

头壮实、匀称的做种子。

清明节前后，莲藕种下去。

这时，常常会出现“倒春寒”天

气，余林波便随时观察天气，如

果气温低，荷塘要保持高水位，

为刚种下去的莲藕保暖；如果气

温高，水位就要低，避免泥田温

度走高，莲藕枯死。当然，施肥

得当，对莲藕生长也很重要。莲

藕生长期间，余林波几乎每天去

荷塘边观察鲜荷叶的变化，如果

叶子偏黄，则是营养没跟上，需

要及时抛撒肥料。

摸出种藕门道的余林波发

现，台风对藕田影响很大。遇到

台风，荷茎常常大面积被吹倒，

导致整株枯死，产量不稳定，有

时亩产只有1500公斤左右。

余林波清楚，种藕光有门道

不行，还需天时地利。为此，他

边种藕边寻找适宜的种植基

地。其间，他结识了不少来自绍

兴的藕粉制作高手。“虽然绍兴

挨着宁波，但台风影响不大，你

可以去绍兴试试。”有高手建议。

从贩藕到种藕 当过兵的他有股韧劲

医药学家陶弘景手捧甘蔗，身旁两名孩

子喜笑颜开，飞云江从他们身后流过，为陶山

甘蔗提供充足的养分……这是瑞安陶山甘蔗

“瑞陶”品牌主打产品外包装盒上的一幅画。

创建“瑞陶”品牌的沈建君，是土生土长

的瑞安人。2012年，他在乌克兰工作时，就对

家乡的甘蔗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注册了陶山

甘蔗商标；2013年，他开始策划设计甘蔗包装

盒；2014年，他辞去在乌克兰的工作，返回家

乡做蔗农，立志要让家乡的甘蔗走进千家万

户。

改良甘蔗粗加工机器

2016 年，沈建君组建了瑞安市瑞陶甘蔗

专业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同时注册了“瑞

陶”品牌商标。为了打响品牌，他加入了陶山

镇甘蔗协会并担任理事。也就是这一年，他

设计出新款甘蔗包装礼盒，并注册了专利和

版权。2017年，他意识到传统的销售方式已

无法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在与团队成员

深入探讨后，将目光投向了电商和直播这两

大热门领域。

随后，沈建君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始推动

陶山甘蔗的电商化发展。他与多家知名电商

平台合作，通过线上店铺，展示陶山甘蔗的品

质和独特魅力。他还与当地物流公司合作，

确保商品能及时送到顾客手中。

随着网上甘蔗销量的增加，沈建君又对

甘蔗粗加工的机器动起了脑筋。“刚开始做甘

蔗电商时，甘蔗全是手洗的，一次只能刷洗两

根。后来我托朋友帮忙设计了甘蔗清洗机，

经过多次改良，现在这机器一次能清洗六七

根甘蔗，且几乎是全自动清洗，效率大幅提

升。”沈建君说。

销售和加工的转变，让陶山甘蔗逐渐走

出瑞安，走出温州，走向全国。

第一次做直播效果好到爆

“刚开始时，我也尝试种了几十亩甘蔗，

后来一边要种甘蔗，一边要做好甘蔗销售，两

边没法兼顾。”为了帮助蔗农卖好甘蔗，沈建

君放弃了甘蔗种植，一心为蔗农做好服务和

销售。

直播平台的出现，为沈建君和他的团队

销售甘蔗提供了有力的渠道。他们精心设计

各种营销活动和直播带货形式，展示陶山甘

蔗的独特魅力。

“第一次直播是在‘快手’平台上。当时

我压根不知道要怎么直播，加上那时直播带

货还不是很成熟，我就把手机号码和微信二

维码放上去引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效果好

到爆！”说到第一次做直播，沈建君很开心，因

为那次直播后，他微信的好友申请接连不断，

一天就增加了300多位微信好友。而这些当

时加的微信好友，现在有不少已成了他的老

客户，每年甘蔗成熟时，这些老客户都会提早

跟他预约购买甘蔗。

得益于网络广阔的覆盖面和线上销售的

便捷性，短短三个月，沈建君团队的甘蔗销售

额就突破了500万元。这不仅给他和他的团

队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也解决了当地甘蔗销

售的难题。

“原先一捆甘蔗（10根）价格在40元上下，

现在一般情况能卖55元，品质最好的一捆可

以卖到60元，这样算下来，一亩甘蔗每年可增

收五六千元。”如今，沈建君的甘蔗年销售量

达21万箱。

近年来，随着甘蔗销量的稳步上升，甘蔗

的保鲜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从没放弃过甘

蔗保鲜这个难题，一直想摸索出一个低成本

的保鲜办法，也多次造访过相关科研部门，但

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不过，只要我不放弃，

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低成本的甘蔗保鲜办

法。”沈建君说。

蔡挺

沈建君：把陶山甘蔗卖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