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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逐步形成番茄全产业链，不仅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为乡村

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南藻溪镇丁岙村的苍南番茄分拣

中心，记者看到，番茄分拣工作已实现全

程自动化，上机的番茄先“排队”经过称

重、视觉识别、糖度检测3道环节，然后经

过智能“选美”，自动分拣出精品、一品、二

品 3 个等级，最后进行分级包装、分类定

价。

“利用分拣技术，可高效地得到口感

与卖相双保证的好果品，符合大型商超的

上架标准。从这里出去的番茄，售价比市

场批发价要高一倍。”苍南番茄分拣中心

负责人郑翔说，该分拣中心还实现番茄检

测、分拣、包装、仓储、销售等一条龙服务，

并与营销平台、商超对接，实现番茄产业

溢价增值。目前，该中心日分拣能力已达

100—150吨，惠及农户200多户。

据郑翔介绍，今年下半年，苍南番茄

分拣中心还将增设科研工作站，邀请科研

专家研制果酱、果汁、番茄挂面等食品，进

一步提高苍南番茄产业附加值。

吴正鹏表示，下一步，苍南县将依托

马站作为全省唯一具有南亚热带气候特

征的地理单元优势，规划建设马站农博产

业功能区，争取全国性、综合性农展会永

久落户，吸引番茄产业资源要素集聚，进

一步打响苍南番茄品牌知名度。除此之

外，苍南县还计划建设 1—2 个番茄主题

乐园，将番茄生产与科普、历史、科技相融

共生，汇聚成“体验经济”，为产业发展注

入更多动力。

“小番茄”托起“共富梦”

这里的番茄别样“红”

□本报记者 周文佳 文/摄

位于我省沿海最南端的苍南，冬暖夏凉，雨

量充沛，其独特的气候造就了番茄“秋天定植、

翌年春夏采收”的独特种植模式。苍南不仅是

我省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国主要番

茄生产基地之一，有着浙江“番茄王国”的美誉。

近年来，苍南县通过深度规划番茄全产业

链发展图谱，建立完善综合服务体系，集中打造

出3.5万亩种植基地和灵溪、藻溪、马站核心产

业带，全产业链年产值超16.4亿元，解决1.3万

人就业，带领6000多农户抱团致富。番茄已成

为苍南县名副其实的“共富果”。

苍南的番茄为什么这样“红”？近日，记者

前往该县一探究竟。

从“芯”开始提品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苍南县通过品种引

进和优化，有效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苍南县沿浦湾家庭农场，一颗颗番茄又大又红，

让人垂涎欲滴。“我们现在主种的番茄品种是‘大红金迪

366’，不仅耐寒性强，还产量多、口感好，适合批量生产。”

农场负责人潘德安表示，选对品种就成功了一半。该农场

早期种植的番茄，存在不耐储运、抗病性较差、产量不高等

问题，后来他们推出了“粉彩5号”番茄，该品种以其独特的

粉色外观、优良的口感等，成为市场上备受欢迎的番茄品

种之一，曾获得2021年省、市级精品番茄评选一等奖。

“在番茄选种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据潘德

安介绍，去年他试种了5亩果蔬两用型口感大番茄，这

种番茄以绵甜的口感获得了市场认可；试种的“雪山铁

球”品种还荣获了今年温州市精品番茄金奖。

“品种选对了、品牌打响了，销售自然也不用愁

了。”潘德安说，去年，他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周边乡镇生

产的西红柿300余吨，带动30余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年销售额达200万元左右，农户收入大幅增长。

沿浦湾家庭农场只是苍南县优化番茄品种的一个

典型代表。据苍南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经济信息与宣传

中心主任吴正鹏介绍，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苍南的番

茄品种一直在迭代升级。“借助浙江番茄新品种大会平

台，近年来，我们累计征集国内外优秀番茄新品种1000

多个，遴选推广‘巴菲特’‘红凯瑞七号’等番茄新品种

30多个，番茄品种结构持续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苍南县还引进福建意达、杭州四维

等国内优秀种苗企业及植物工厂，全县年番茄育苗能

力已达8000万株以上，除了可满足本地种苗供应以外，

还向周边辐射，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番茄产业“国家级农

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

乘着数字产业发展的东风，苍南县以数字化、智能

化手段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番茄种植更高效、管理更智

慧、产量更高、品质更优。

在苍南县恒丰蔬菜专业合作社番茄园内，理事长

施成论正操作着手机，“你看，要想知道大棚里的温度、

湿度等数据，看一下手机就行了，而且还能用手机远程

遥控，为番茄浇水、施肥，特别方便。”说到番茄园采用

的新科技，施成论打开了话匣子。据他介绍，合作社采

用温湿度远程监控、水肥一体化、番茄与水稻轮作、补

光增产等技术，有效推动番茄产业优化升级，每亩节约

生产成本1600多元，辐射面积达1300多亩。

来到灵溪镇灵海村的直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记者发现，这里的番茄住上了智能一体化大棚，棚内一

垄垄番茄植株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该合作社通过引

入智能种植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各个大棚水肥、卷膜、

给药等环节的自动控制。“系统会根据作物所需最佳生

长环境指标要求，自动调整环境因素，从而达到提高番

茄种植效率的目的。”农场负责人朱直勇表示，农场若

想成规模，不仅要“会种”，更要“会管”，特别是要根据

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合理设置生长环境。农场能达到

这些要求，智慧农业功不可没。除此之外，该合作社还

采用高压弥雾施药技术，提高施药效果、降低药物残

留，确保番茄品质安全。

据灵溪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灵

溪镇是苍南县番茄种植面积较大的乡镇之一，种植面

积占全县三分之一以上。为推进农业现代化，镇政府

大力支持种植户申报“苍南设施大棚改造提升项

目”。2023 年，灵溪镇有 11 个设施大棚改造提升项目

立项，目前已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总投资2233.59万

元。

吴正鹏介绍，苍南县已集中打造万亩标准化番茄

生产基地，其中2023年投资3400万元，改造提升宜机化

番茄设施大棚1165亩。“通过引进示范番茄全自动播种

机、番茄移栽机、高压弥雾施药系统等新型农机装备，

实现农机农艺融合，促进番茄提质增效。”吴正鹏说。

今年，该县还被列入全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设施种植类）创建名单。

科技赋能促发展

产业升级增活力

工人在苍南直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摘番茄工人在苍南直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摘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