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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干农业

“这几天，我陆续把各合作科
研单位的新品种蔬菜定植下去
了。”日前，记者来到王正伟家庭农
场时，农场主王正伟正在大棚里忙
碌着。这位个子不高、总是乐呵呵
的农人做起农活干劲十足，眉眼间
都透露着对蔬菜如孩子般的喜爱。

王正伟来自安徽，2010年，他
带着十年蔬菜批发生意积累的
150多万元钱，携家带口来到龙游
县詹家镇，承包了 165亩土地，开
始从事蔬菜种植。

“过去，我从农民那里收购蔬
菜，然后运到萧山等地销售。在这
个过程中，我看到有些人会为了收
益，将刚喷洒过农药的蔬菜立即出
售。”为了对自己和消费者负责，王
正伟决定创办自己的绿色农场，确
保销售的蔬菜安全可靠。

梦想虽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对于蔬菜种植，尽管王正伟拼尽全
力学习，但依旧不敌无情的天气，
连续三年遭受大雪、洪水等自然灾
害，他的原始资金亏个精光。

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王正伟
哭了好几天。“还要不要继续种？”
王正伟自问，“亏钱，不是因为我种
得不好，而是因为天气原因，我一
定要克服困难，干出一番事业来。”

第四年，王正伟擦干泪水，从亲
朋好友处借来85万元，重新开始。
为了抵御雪灾，他反复试验，研发出
了能够有效抵抗雪灾的“大棚抗雪
压技术”，并成功申请了专利。为了
提高种植效益，他又探索出了蔬菜

“错季上市”技术，走出了一条差异
化发展之路。2017年，他荣获龙游
县第三届“农民专家”称号。

记者走在王正伟家庭农场里，
还看到衢州市博士创新工作站、省
级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蔬菜新型
多肽激素类应用示范基地等一块
块牌子立在显眼处；走进一个个大
棚，一批省市科研院校的新品种蔬
菜、关键种植技术都在田间进行，
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了一座“蔬菜
学院”，处处涌动着希望。

王正伟说，他没什么文化，但
是不懂就问，是一次次蔬菜相关会
议中，他主动靠近专家，虚心求教，
才为自己带来机会。和别人不一
样的是，他在承接各项试验的过程
中，特别爱思考。比如，和浙江省
玉米所的鲜食玉米实验中，爱研究
的他在做好既定任务的同时，在一
亩地里同时进行种植 2800 株、
3200株、3400株的多个试验田，最
终得出自己的结果，即用新方式种
植后，不仅玉米的病虫害减少，农
药使用量也减少一半以上，产量更
比普通农民种植的高出20%以上。

“勤思考、勤动脑，正伟蔬菜发
展前景好。”王正伟家庭农场会议
室墙上的标语，透露着王正伟朴实
的初心和美好愿景。

搭建新平台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2020
年时，王正伟的两个儿子成了他
的事业合伙人。农场后续的路应
该怎么走？目标选对了，才能走
得更远。

“作为农场主，必须要有造血
功能。”经过深思熟虑，王正伟针对
人工成本上升、市场对高品质蔬菜
需求增加以及快节奏生活对便捷
服务追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五年
规划、十年展望，目标包括将蔬菜
种植面积扩大至500亩以上，年产
超过 3000吨的“放心蔬菜”，做强

“正伟蔬菜”品牌，蔬菜私人定制送
到居民家中，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回
馈消费者等。

在销售端，王正伟首先做的就
是建立一个展示平台，让顾客能够
直接看到和买到农场生产的产品。

2020年，王正伟在龙游县人
民南路开了一家占地 200平方米
的蔬菜超市。超市里卖的蔬菜大
多来自自家的农场。每天清晨 5
点，新鲜的蔬菜从基地直接配送至
超市，省去了多次转手，确保了蔬
菜的新鲜和价格的实惠。

线下渠道稳定发展的同时，两
年多前，王正伟又开始谋划线上下
单平台的搭建。只有想法，却无从
下手的他向身边的专家咨询，通过
抖音搜索信息，并走访了杭州、金
华等地的多家超市，吸取了他们的
优点，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与本
地一家网络公司合作定制了“正伟
蔬菜”小程序。

“2024年10月，‘正伟蔬菜’小
程序正式上线，开始为龙游城区住
户提供配送服务，从最初的每天几
单，到现在稳定的数十单，日销售
额可达1000元。”大方的王正伟总
是免费向线上下单的顾客赠送花
菜、玉米等农场新产品。虽然在很
多人看来，这样做“不划算”，有点

“傻”。但是，王正伟却做得特别开
心，他认为做任何生意都不能只看
眼前利益，要将眼光放长远。未
来，凭借自家蔬菜独特的口感，他
相信能够成功占据中高端市场。

“到去年为止，我们的五年规
划目标已经完成了 85%，预计到
2025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王正伟
信心满满地说。

探索不止步

眼下，王正伟又将重心放到了
农场里。不走寻常路的他正在做

两件大事：芦笋地里养金蝉和建设
秸秆处理中心。

记者走进王正伟家庭农场芦
笋种植大棚，只见去年9月定植下
去的芦笋秆已经长到 1米多高。

“芦笋具有较高价值，尽管种植成
本较高，但市场竞争相对较小，我
首批种植了 40亩，生长情况超出
预期，预计首批芦笋将于 3月上
市。”为了种好芦笋，王正伟提前一
年开始考察学习，走访了本市的开
化以及周边的杭州、金华等地的规
模化种植农场，全面了解种植技
术。随后，他又花5个多月时间将
各种方法综合分析，形成了自己的
种植方案。

“芦笋是多年生植物，若种
植得当，可连续收获 10 年至 15
年；若种得不好，可能 5年就得重
新种植。”王正伟根据自己的观
察，认为要想芦笋种得好，必须深
翻土地并施用充足的有机肥料。
风风火火的他为此买来铲车、深
耕机，开拓性地将土壤往下深翻
70厘米，并为每亩地先施 15吨有
机肥。这一做法取得了显著成
效，不少曾经的考察对象反过来
跑到他的农场来取经，“你家 9月
种植的，比我 3月种的还要粗壮
茂盛。”

芦笋种得风生水起，王正伟
又计划在芦笋地里套养金蝉，实
现一地多收。“我和朋友吃饭时，
了解到金蝉的价格每斤高达 170
元。所以，我通过百度、抖音等查
询种养技术，已经确定了采购方
案，计划 4月份蝉蛹养下去，两年
后迎双收。”

另一个让王正伟骄傲的是，
他的一项秸秆还田做法取得成
效。2023年 12月到 2024年 6月，
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
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合作，在自
家农场里进行玉米秸秆粉碎还
田，添加不同重量土壤调理剂，
对辣椒品质和产量进行试验。
通过整个生育期观察，王正伟得
到了增产提质的效果，100 公斤
调理剂加上秸秆还田，每亩可增
产 20%以上。

试验成功，给了王正伟很大的
信心。2025年，王正伟有更进一
步的行动，他计划在自家农场里建
设一个占地1500多平方米的秸秆
处理中心，并在省市专家的技术支
持下，实现秸秆变肥料，预计年处
理秸秆量达3000吨以上。王正伟
说，通过秸秆处理中心，农户可实
现秸秆换肥，同时也有效解决了秸
秆回收难题。

“土专家”在龙游逐梦田园
记者 林敏 文/摄 通讯员 王宏航

本报讯（记者 林敏 文/摄 通
讯员 崔文浩）“没想到，首次尝试
室内种植虎松茸就取得了不错的产
量，部分采收量竟达到 250克/袋。”
近日，在浙江香满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一间出菇房内，市农林科学
院的科技人员在测产的同时向记者
介绍，目前，虎松茸仅在国内西南地
区有少量种植，而在我市，还是首次
尝试。

记者观察到，每袋开口的菌包
上，圆润饱满的虎松茸像小伞一样紧
密地簇拥着，生机勃勃，很是喜人。
虎松茸色泽鲜艳，呈金黄色，菌盖和
菌柄上覆盖着黄褐色的鳞片。

据了解，虎松茸是鳞伞的一个品
种，因其色泽像虎皮而得名。它肉质
滑嫩，香味浓郁，口感鲜美，是理想的

绿色食品。与滑子菇相似，其菌盖上
特有的黏液含有特殊的核酸，使得营
养更加丰富。记者在淘宝平台上看
到，250克虎松茸的售价在10多元至
30多元之间。

“我们从去年 8月引进该品种
后，由于对菌种特性不了解，特别设
计了4种不同的菌包配方，其中一个
配方的产量表现尤为突出，出菇的整
齐度和产量都令人满意。”市农林科
学院一位科技人员相告，目前种植虎
松茸从接种、发菌到出菇，大约需要
90天时间，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就是
进一步缩短栽培周期，以及将头潮菇
的产量提高，特别是大规模工厂化种
植方面仍存在不少技术障碍。此外，
因为虎松茸在市场上仍属于小众菇
类，需要进一步普及和推广。

溪淤村入选浙江高品质水美乡村典型案例
本报讯（通讯员 江秋晨 毛

霖颖）近日，浙江省河长制办公室
公布2024年度高品质水美乡村典
型案例名单，江山市贺村镇溪淤村
榜上有名。

溪淤村位于江山市贺村镇集
镇区域，由上溪淤、下溪淤两个网
格组成，先后获评“中国幸福乡
村”、浙江省首批“红色根脉”强基

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等
称号。笔者走进溪淤村，看见一
栋栋住宅错落有致，来到沙洲公
园，江山港、坛石溪从公园两侧穿
流而过，隔着树林可以看到不远处
的溪水清浅，不少市民还带着孩子
沿河岸散步。该公园集体育锻炼、
人文体验、观光旅游于一体，如今
已成为村庄的一大亮点，每年开展

户外文娱、水环境保护宣传等活动
近百场。

近年来，溪淤村以水生态治
理为突破口，将水美乡村建设与
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引领全民参
与治水行动，将村域内的水文化、
水生态和水经济发展相结合，统
筹推进系统治理，实现了美丽蝶
变。“除了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职

责，确保每月至少开展 4次巡河
外，我们还广泛动员党员干部、学
生、志愿者参与治水宣传、清理河
道垃圾等活动，营造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乡村水生态环境。”
溪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姜开原说，近期天气晴好的假
期，村里能吸引上百名游客前来
游玩。

衢江区茶叶产值产量实现双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王钧毅 崔可风）

近日，衢江区茶叶产业协会在岭洋乡
召开2024年度茶产业品质提升工程
研讨会。全区百余家茶企代表、茶叶
种植大户围绕茶叶品质提升、生态化
茶园、市场销售等展开讨论交流。

2024年，衢江区茶园面积 34500
亩，其中采摘面积33000亩。全年产
茶 1942吨，总产值 25076万元，产量
和产值较上年分别增长7.4%、8.5%，
其中名优茶产量 849吨，产值 19758
万元，名优茶产量、产值全年占比高
达43.71%、78.79%。

一众名优茶中，“大山牌”衢州玉
露茶在本次研讨会上最为亮眼。衢
州玉露茶的主产地在岭洋乡，它地处
钱塘江上游的乌溪江库区，国家级湿
地保护区内。当地的好山好水，造就
了该茶“栗香高长、回味甘纯”的特
征。衢州玉露茶先后获评首届中国
绿色产业博览会大奖绿孔雀奖等，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远销京津沪等地。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和生物防
治，比如施羊粪、菜籽饼等有机肥，
不断提升茶叶品质，还引进了自动
化红茶、绿茶、椪普茶生产线各一
条，从而提高了产量。”衢州市大山
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财红介绍，
除了依托省内外批发市场，从 2024

年 11月起，该公司利用抖音等网络
平台引流，大力推广大山牌红茶和
椪普茶等优质产品。接下来，该公
司还将与院校加强合作，大力发展
茶叶深加工，带动产量和产值的进
一步提升。

一片叶子带富一方百姓。据了
解，大山生态化茶园位于岭洋乡抱珠
龙村，村里每年可从企业获得 1.5万
元的土地承包费，从而进一步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除了收购橘农种植的
椪柑制作椪普茶，认养模式也让附近
的100多位村民通过茶园维护、茶叶
采摘等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协会也将继续发挥人才技术优
势，更好地服务茶企和种植大户，确
保衢江的每一抹茶香安全、健康、美
味。”衢江区茶叶产业协会会长江财
红说。

近年来，衢江区以绿色生态建设
为抓手，在茶叶生产中，按照衢州玉
露茶区域公共品牌生产标准，建立了
农业标准生产、环境及产品检验检
测、质量安全溯源、农资市场监管四
大体系，不断提升茶叶标准化加工水
平和产品质量，同时以茶为媒、文旅
融合，不断拓宽电商直播平台销售渠
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展示衢州玉
露茶，从而不断打响衢江茶品牌，壮
大茶产业。

虎松茸。

江山市清湖街道读溪口村的徐建富，因承包农田种粮，遇到了资金不足问
题。于是，他多次向江山农商银行何家山支行求援，均得到了及时解决。如
今，徐建富承包农田1200多亩，并且还在不断地添置农机设备等。图为江山
农商银行何家山支行客户经理徐帅军（左）向徐建富（右）了解今年种粮的资金
需求情况。 通讯员 胡兆珍 摄

王正伟在农场里查看芦笋的生长情况。

新鲜蔬菜通过农场工作人员的努力，每天可以及时上市。

又一新品种食用菌
在衢州试种成功

为种粮大户解忧排难

尽管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很多字词都不认识，但依靠勤奋和巧干，成为省内知名的蔬菜种植“土专家”，他的家庭农场也赢得了全省

“放心菜园”的美誉。在种植领域，他每年承接省内多个新品种、新技术集成试验工作，培育出5项“浙江省农业之最”。这些不仅让农场声名

远扬，更实现效益的极大提升。在销售方面，他五年前在龙游县城开设了一家蔬菜超市，提供直接配送服务，重塑当地人的买菜习惯。去

年，他还推出了线上下单小程序，顾客只需轻触几下手机屏幕，便能享受到新鲜蔬菜送货上门服务。最近，他还在尝试新的种养模式，如在

芦笋地里养殖金蝉，并计划建立秸秆处理中心……这位不断探索创新的人，就是王正伟，一位在龙游逐梦田园15年的外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