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庆期间，位于文成县西坑畲族镇

的创意农业馆，吸引了大量游客，成为当地

的新晋热门景点。

怀着对创意农业的新奇之心，记者一走

进馆，就被各类苔藓生态微景观吸引了眼

球。在采访中，记者得知：该馆由浙江藓然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要经营苔藓生态

微景观制作、热带鱼繁育、昆虫标本制作、自

然生态艺术教育和产品销售等业务。

“目前，我们已建成苔藓培育基地10.8

亩，与50多户农户合作种植苔藓，去年总销

售额突破1亿元。”浙江藓然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常大君说，目前，公司共有直播

销售团队36人，抖音、快手等平台粉丝量已

超200万，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超1.5亿元。

据常大君介绍，近年来，该公司通过创

新“电商+基地+农户”共富发展模式，成功

为20位农户解决就业问题，其中12名为低

收入农户，并带动周边200余位农民参与苔

藓种植和微景观成品的加工制作，为农户年

均增收3万至5万元。

延长产业链条，带动农民致富，“藓然农

林科技”不是孤例。近年来，文成县立足本

地资源禀赋，融入“新奇因子”，“精耕细作”

培育特色加工产品，将苔藓做出了“共富

味”、预制菜做出了“文成味”、苗木做出了

“创意味”，在延伸产业链条、研创高山特品、

带动农民致富等方面一路高歌猛进。

文成县博海食品产业园始建于 2022

年。近两年来，该产业园深耕温州市域范围

内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美食加工市场，成

功研发糯米山药如意卷、娃哈哈糯米山药

八宝粥、糯米山药流沙包等预制菜新品，

备受市场好评。“目前，公司共有 150 人，

待一期全面投产后，可为周边农户增加500

个工作岗位，实现人均年增收3万元以上。”

温州博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杰

说。

延伸全产业链，除了要不断研创出高山

特品，还要持续推进高山农文旅融合发展。

为此，近年来，文成县大力发展“康养+”核

心业态、关联业态，不断做强森林康养、做大

度假康养、做活运动康

养，有力拓展高山产业

融合空间，推动康养

旅游协同发展。目

前，文成县已入

选国家级全域

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县，

创成森林

氧 吧 省 级

特色小镇和6

个省市级森林

康养基地。

“前不久，全省

高山农业高质量发展

现场推进会在我县召

开。”文成县委书记罗招

政表示，下一步，文成将围绕“三年内打造十

亿元全产业链5条，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0

亿元、年均增长5%”的目标，做大做强乡村

“土特产”文章，为浙江高山农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延伸产业“新链条”

近日，记者走进文成县二源镇的鲁泽数字农业示

范园玻璃大棚，看到一排排无土栽培的小番茄架整齐

划一、井然有序。

“你看，这是‘嘉红100’番茄品种。它长势旺盛、

抗逆性强，得益于高山气候，糖度超过11度，是园区

主要的番茄育苗品种。”示范园项目负责人吕平告诉

记者，近年来，示范园聚焦山区果蔬种源“卡脖子”技

术攻关，将果蔬育种研发和推广示范充分结合，有效

提升了当地高山果蔬种业产业化水平。目前，该示范

园一期100亩已投产，育苗能力4000万株以上，销售

范围包括温州、台州、宁波、嘉兴等地。

和鲁泽数字农业示范园一样，位于文成县农业经

济开发区的四维生态全人工光垂直农场近年来也在

竞逐高山育苗的“新赛道”上一路奋进。

“我们农场以高山育苗科技化、设施化、特色化为

建设目标，建成后每年可培育高附加值果蔬种苗8000

万株以上，其中一期可生产4000万株。”四维生态科

技（杭州）公司总经理陈庆说：“农场的高山育苗具有

成活率高、壮苗率高、病害少等优点，现在每平方米的

土地，可满足当地1到2亩农田的用苗需求。”

育苗，是发展高山农业的关键。近年来，文成县

围绕“浙南育苗硅谷”发展蓝图，坚持数字化赋能，扎

实推进“高山育苗看文成”攻坚行动，用“小种苗”链起

“大产业”。目前，该县已落地智慧化育种育苗项目5

个，育苗存活率、壮苗率分别达95%、98%，年产番茄、

草莓等果蔬苗1.3亿株，改变了以往温州番茄种苗长

期依赖省外调入的局面。

除了果蔬育苗，文成县还多途径抢占高山食用

菌、淡水养殖等育苗赛道，成立了食药用菌研究院，积

极探索菌种培育，引进食用菌全链项目，年可制作黑

木耳、红托竹荪、赤松茸等菌棒600万棒；设立了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温州分所，合作共建渔业种苗繁育中

心，目前罗氏沼虾种虾养殖试验基地已试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文成县成功举办第五

届农业投资洽谈会暨高山种苗产业发展推介会，招引

签约渔业种苗繁育中心、糯米山药储种育苗基地等项

目32个、总投资达11.67亿元，有力推动了该县高山育

苗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文成县通过品牌加持、科技加速、流通加

码，扎实推动高山农业品质化发展、差异化竞争，持续

放大高山农业的传统优势。

走进位于黄坦镇的糯米山药种植示范基地，放眼

望去一片碧绿，百余亩糯米山药长势喜人。“文成糯米

山药是我县特有的优良地方品种。近年来，我县综合

运用套管技术、新型网架栽培模式等新技术、新模式，

扎实推动糯米山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成县现代农

业与康养产业研究院院长邹文武说，截至2023年底，

该县糯米山药种植面积超 1 万亩，总产值达 1.33 亿

元，亩均产值1.2万元以上。

糯米山药产业是文成县进一步放大优势、优化高

山种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当地全力提升杨梅、糯

米山药、茶叶、中蜂、高山大米“五大传统产业”，培育

高山黑木耳、红托竹荪、高山竹笋、高山玉米、赤松茸

“五大新兴产业”，奋力打造“5+5+X”乡村“土特产”种

养体系，持续推进高山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赋能方面，文成县紧密结合农业“双强”行

动，与浙江大学共建大健康产业联合研究中心，目前

已创建国家级山药科技小院、杨梅科技

小院，建成全省首条具有SC认证的糯

米山药鲜切速冻生产线，延长销售

期至12-18个月。今年，文成“金

玉甜 6 号”攻关田还创造了“浙

江农业之最”夏甜玉米最高亩

产和百亩方最高亩产纪录。

在品牌加持方面，文成县大力

推广“文品天成”区域公用品牌，努力

提升文成“土特产”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目前，该县已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4枚，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个、省

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单3个。

近几年来，文成县还持续优化冷链运输，

提升线上流量，拓宽海外渠道，高山农业的“出山”之

路越走越宽。目前，该县已建成农产品冷链设施 47

个，设置生态公共直播间6个，打造电商直播式“共富

工坊”10家，杨梅、鲜竹笋等12种农特产品出口至意

大利、加拿大等16个国家。

放大种养“新优势”

竞逐育苗“新赛道”

□本报记者 李军/文 叶敏/摄

文成县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达74.1%，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一级标准，飞云江水质稳居全省八大水系之首，生态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

依托“浙江第一大高山台地”优势，坚定实施“五山联动”战略，全力涵养高山资源、推广高山育苗、优化高山种养、研创高山特品、提升高山康养，联

动推进高山农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高山产业化、产业高山化的新路子。

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高山农业带动文成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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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解开高山农业“致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