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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承包田地种粮食、种
油菜，利润一共有 40万元。”6月 10
日，望着田里一片绿色，龙游县种粮
大户汪小红高兴地说，现在，国家政
策好，规模化种粮还是有前途的。
今年的早稻生长不错，估计又是一
个丰收年。

与别的种粮大户不同，汪小红
种粮是靠精打细算科学管理，要在
500亩的地种出 800亩的效益，既要
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要实现多渠道
增收。

57岁的汪小红是龙游县石佛乡
三和村人。他 17岁时，就在当地的
粮站当了一名装卸工。

后来，他搞起农产品收购，收稻
谷、芝麻、黄豆等。“收购农产品，一
年有10万多元的利润。”汪小红说。

2006年，汪小红收购了半个月
的稻谷，却发现附近的农户已经没
有稻谷卖给他了。汪小红分析，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农户到外地
打工，他们一般只种一季水稻，抛荒
田也因此多了起来。

“农产品收购生意难做，我就想
到了承包田地种粮。”做通了妻子的
工作后，2009年汪小红就流转 218
亩田地，迈上了规模化种粮的道路。

“那年，风调雨顺，种粮的利润
达到 17万元，实现开门红。”汪小红
说。

2010年，他种粮的面积达 360
亩；2021年，面积扩大到 800亩。今
年，是810多亩。

汪小红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

人工成本的提高，规模化种粮的利
润是减少的，而种粮大户的收入，
基本上靠种粮政策的补贴。“要增
加收入，种粮，一方面要走机械化
的道路，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土地利
用率。”

汪小红的增收办法是，拿出一
部分的田地搞水稻制种。

早在 2011年，汪小红就与龙游
一家种业公司合作，开始水稻制种。

“水稻制种，种早稻时一定要机
插，另外，水稻收割后要晒干。”汪
小红介绍，他水稻制种的面积有
150亩。管理上，要求精细化，费人
工，投入成本比一般的早稻栽培要
高些。田里不仅要清除稗草，到稻
子收割了，他把稻子运到一家企业
的晒场，自然晒干。因为，晒干的稻
谷比机器烘干的，其种子的出芽率
高15%。

当然，制种的收购价会高些。
汪小红说，以前，每50公斤的水稻种
子收购价比市场价高0.3元。现在，
每50公斤的水稻种子收购价比市场
价高0.15元到0.2元。

“晒稻谷要趁天晴，随时留意天
气变化。”汪小红说，制种还要去杂，
把干净、颗粒饱满的种子卖给制种
公司。

今年，汪小红水稻制种的面积
为 150亩。汪小红说，制种的好处
是，不仅自己种稻有种子，每年还能
增加一笔收入。此外，他每年要留
2000多公斤的水稻种子，作为储备
种子。

为了“多收三五斗”，汪小红还
拿出一部分土地进行油菜的制种。

“以前，油菜制种的面积是100亩，现
在油菜制种面积是 150亩。”汪小红
介绍，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他种一季
水稻，再种一季油菜。

去年，他收割了水稻，种了 228
亩油菜。油菜制种的收购价是每50
公斤油菜种子卖 400元。汪小红卖
了1万公斤的油菜种子，余下的油菜
籽用来榨油。因此，汪小红种的油
菜，比一般的农户效益好，这又多了
一笔收入。

“种粮食，靠勤快，更靠精打细
算。”汪小红说，规模化种粮，平时他
要雇七八个村民，忙的时候每天雇
30多人干活。为了提高劳动效率，
他实行分片管理，把800多亩地分成
4个片区，责任到人，科学管理。

“抓季节，抓人力，种粮才有效
益。”汪小红说，除了水稻制种、油
菜制种，他每年还加工大米，自产
自销。

每年，汪小红要留 200吨的稻
谷，根据市场的需求，加工成大米，
卖给龙游县城的一些单位食堂和饭
店。“大米价格，每公斤卖5元。”汪小
红说，可别小看这个加工量，除去成
本一年也有6万元的利润。

“与以前比，我们的生活是越来
越富裕了。”汪小红说，早在1990年，
他外出打工，一年难赚 2 万元钱。
1991年，他种田，净收入不足 4000
元。这一对比，还是规模化种粮有
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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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毛慧娟
实习生 孙家琳） 6月 8日，
记者来到开化县池淮镇星口
集镇上的池淮镇共富之窗产
业园，一进园区就看到两幢
新建的五层建筑，沿街的一
层店面虽然还没有全部装
修，但“春阳工艺”“星口快
递”等招牌已经挂起来，时不
时有人员和大货车进出。

“我是5月底刚刚搬到这
个产业园的，在我这里做事
的基本都是附近村民。”走进
园区的开化春阳工艺品有限
公司，该公司负责人曾建民
正在安排工作。“我之前在义
乌做了 20多年的外贸工作，
帮别人管理公司，做一些外
贸公司订单的来料加工。前
两年回到池淮老家创业，凭
着多年累积的人脉和经验，
承接宁波、温州、义乌一些公
司的外贸订单。”曾建民说，
这个新建的产业园和他企业
的定位相符，所以在镇政府
多次招引下，他将公司转移
到这里。“这两年受疫情影
响，行情不太好。不过我自
己算算，从今年 6月到明年 6
月，做个五六百万元产值没
有问题，起码能提供四五十
个就业岗位。”曾建民说，目
前，衢州市政府针对小微企
业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这
也让他对公司今后的发展充
满信心。

开化春阳工艺品有限公
司只是目前入驻池淮镇共富
之窗产业园的 4 家主体之
一。2021年正式建设完工的
池淮镇共富之窗产业园是该
镇聚力移民村发展推出的一
个项目。记者了解到，池淮
镇共有行政村（社区）26个，
其中移民村16个。为推进水
库移民创业致富，促进移民
就业，努力壮大移民村集体
经济，在池淮镇党委政府和
开化县移民办指导下，池淮
镇航头村、芹源村、池淮村、

星口村等16个移民村整合水
库移民扶持资金及移民创业
奖励资金 1300万元，在池淮
镇星口集镇上兴建池淮镇共
富之窗产业园。

“16个移民村，每个村每
年都有移民资金，但数目不
一。如果分散使用，这笔钱
可能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现在把这笔钱统一谋划，就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池淮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许可
勋告诉记者，共富之窗产业
园占地面积 5800平方米，共
建设创业楼两幢及配套基础
设施，2022年初已投入使用。

池淮镇通过网上公告、
发布公开招租信息、主动对
接等多种形式推动共富之窗
产业园的招商工作，经公开
交易程序，目前确定入驻主
体4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开化
春阳工艺品有限公司，还有
温州嘉凡服饰有限公司、开
化顺通物流有限公司和衢州
芸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家
公司，4 家主体预计可提供
150余个就业岗位，并有效带
动集镇的人气集聚。

“通过这个共富之窗产
业园项目，一方面每年可以
为16个移民村带来一笔租金
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目
前，已经出租了一幢楼，租金
年收益是 40 万元至 60 万
元。这个产业园就在集镇
上，等两幢楼全部招商完毕，
预计能提供 300多个就业岗
位，有利于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池淮镇相关负责人相
告，镇里预计在今年7月启动
第二轮招商引资洽谈，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第二幢楼的招
商和主体入驻工作。“随着越
来越多的主体入驻，这里会
成为池淮集镇新的人气聚集
点，入驻主体的业务还会辐
射到周边苏庄、长虹、中村、
华埠等乡镇，有助于增加池
淮集镇的人气和发展活力。”

本报讯 （记者 胡宗仁 通讯
员 楼晓涛）“种枳壳还是蛮好的，
去年公司采收了 8万公斤的枳壳干
货，每公斤卖28元。”6月15日，衢州
市永信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月
新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在柯城区华
墅乡流转了626亩土地种植中药材，
其中枳壳种植了 350亩。枳壳一般
在 3年后挂果，到了盛产期，一亩枳
壳能收获600公斤的干货，经济效益
不错。

51岁的郑月新，是柯城区航埠
镇西果源村人。

“最初，我是贩销柑橘的。”郑月
新说。在 1989年至 2009年间，郑月
新经常把衢州的椪柑、胡柚贩销到
北京、上海等地。市场行情好的一
年，他把一车的胡柚运到北京，净赚

了4万元。当然，贩销柑橘有时候也
会亏本。

走南闯北，让郑月新不仅长了
见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2009年，郑月新经过朋友介绍，
当起康恩贝集团的中药材供应商。

“我是浙江省的药材收购商。那时，
康恩贝集团有一种叫肠炎宁的药
品，需要用到黄毛耳草、地锦草等中
药材，我负责收购这些药材。”郑月
新介绍，有时候，为了多收购药材，
他还跑到湖南省去收购。一年忙碌
下来，郑月新有上百万元的收入。

收购药材多年，郑月新积累了
创业资金。2017年，他听从康恩贝
集团有关人员的建议，到柯城区华
墅乡种起中药材。

“建中药材基地，不容易。”郑月

新说，土地流转需支付不菲的资金，
种植药材又需要大量的人工。幸
亏，有衢江农商银行的信贷支持，替
他解决了流动资金缺乏的问题，才
使得中药材种植获得成功。

目前，郑月新的中药材基地主
要种植枳壳、吴茱萸药材。

郑月新说，枳壳具有理气宽中、
行滞消胀的功效，一般在 6月底到 7
月中旬采收。2020年，公司采摘品
质好的枳壳，经过烘干，一共有 1.5
万公斤的干货，以每公斤 24元的价
格卖给了康恩贝集团。

今年郑月新投资100多万元在基
地建一个中药材烘干房。“药材种植，
能带动当地百姓增收。”郑月新说，现
在公司一年支付人工工资 35万元，
还有每年的土地租金40多万元。

开化春马铃薯破纪录
单产4711.1公斤/亩
浙江攻关田单产最高

本报讯（通讯员 胡萍
方屹豪）“经专家组验收，这
1.3亩田块的春马铃薯实现
了最高单产 4711.1公斤/亩，
远超省纪录 3875.16公斤/亩
……”6月 9日上午，在开化
县池淮镇篁岸村(黄菇尖)浙
江省粮油作物高产示范基
地，伴随着高产测产验收工
作数据的一一出炉，开化旱
粮种植大户余土根所种的

“浙薯 956”马铃薯以单产
4711.1公斤/亩的好成绩，打
破了浙江省单产 3875.16公
斤/亩的最高纪录，创下了新
的浙江高产纪录。

余土根是开化县土根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今年 63岁
的他，对于土地有着爱到骨
子里的情愫，他所种的“浙薯
75”曾以单株番薯结薯数
1137个的好成绩，打破浙江
省单株番薯 716个的最高纪
录；种植的“浙单 14”玉米也
曾以亩产 550公斤的产量超
过全省平均亩产量一倍多。

“2018年，省农科院想为
马铃薯新品种‘浙薯 956’找
一块试验田，我非常感兴趣，
一听到消息就积极争取了新
品种试种。”余土根声音里都
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第二
年我就想种出全县产量最
高的马铃薯了，但距离每亩
3875.16公斤的全省高产纪
录总是差了那么几百公斤，
前年是 3600 公斤，去年是
3700 公斤，还差 100 公斤。
今年在省市县专家的精心
指导下，终于实现目标了！
接下来，我还要借助科学的
管理方法种出更多更高质量
的农产品。”

本次竞赛结果由市县农
技推广专家共同验收给出。

“三夏”耕种忙
近日，在江山市清湖街道东儒村粮食生产功能区里，机手吴忠善正驾驶着“铁牛”忙着耕田准备插播单季稻。当前

正是单季稻播种最繁忙时期，农户们抓住晴好天气忙着耕田播种。今年江山市计划种植单季稻面积超14万亩。
通讯员 毛家勇 龚俊 摄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近日，衢江区黄坛口乡纪委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发现

种植户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职，确保农资、
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提高种粮户的积极
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通讯员 洪灵芝 摄

汪小红：
精打细算“多收了三五斗”

记者 胡宗仁 通讯员 邵洁

流转土地626亩

柑橘贩销户种中药材谋增收

聚力谋发展 合力建大楼

池淮镇16个移民村
合建共富产业园

预计未来七天，我市阴雨
天气为主，气温有所起伏。17
日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气温可
升至 32℃。18日-21日阴有
阵雨或雷雨，气温维持在
23℃~27℃。22日雨渐止转阴
到多云，气温逐渐回升。23
日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气温可
升至34℃。

单季稻做好田间管理，保
证水肥供应；早稻开始破口，
即将进入抽穗期，做好病虫害
防治，后期天气转好，天气条

件有利于抽穗扬花。继续做
好杨梅采收，随熟随采；晚熟
杨梅可适当疏果，保证其他果
实的营养。柑橘加强果园管
理，做好清沟排水和通风透
气。做好设施大棚管理工作，
多开侧棚通风，高温天气开顶
棚降温，防止棚内温度过高；
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对设施
大棚的危害，防止棚内被淹；
强降水后及时排出棚内积水。

龙游国家一级农业气象
试验站 贺卓堃

雨多晴少 气温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