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希望瓜农们有苗可种”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 近日，笔

者走进程庄镇的育苗基地，一排排苗床

整齐排列。 育苗盘里，瓜苗长势喜人。

29 岁的魏瑾瑾，身材娇小，圆圆的

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 一个年轻女孩怎

么和西瓜打起了交道？ 魏瑾瑾说，是爷

爷买苗的经历触动了她。

程庄镇种瓜历史悠久，然而，魏瑾

瑾的爷爷和村民们始终没有掌握嫁接

技术，每年都要从山东购买瓜苗。

2014 年，由于气候原因，山东严重

缺苗，爷爷和村民们跑了几趟都空手而

归。 这件事让魏瑾瑾印象深刻。

“我要去学习育苗，希望瓜农们都

有苗可种。 ”2015 年，为学技术，魏瑾瑾

独自去了山东，当了一年的大棚工人。

回家后，魏瑾瑾便在爷爷的小拱棚

里尝试育苗， 与很多创业故事类似，她

第一年遭遇了失败。 原来，山东的大棚

都盖有棉被， 而家乡的农业设施简陋，

瓜苗受冻导致成活率很低。

魏瑾瑾没有气馁，学着山东瓜农给

棚子加暖，又重新育了一批，这一次，瓜

苗成活率在 95%以上。

信心倍增的魏瑾瑾从此走上了西

瓜育苗之路，她和父亲一起成立了百思

农农业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

魏瑾瑾将外地经验、自己所学和本

地实际有机结合， 走科技育苗的路子，

给大棚配备了空调、 风机和水帘等，让

瓜苗住上“高档房”；建立水肥一体化设

施，让瓜苗吃上“营养饭”。 同时，实行标

准化育苗，把种子播撒在规格化育秧盘

内 ， 育苗过程全部在可移动苗床上进

行，让瓜苗“少生病”。“每年育三茬，育

苗量 1500 多万株。 ”魏瑾瑾说。

工厂化集约育苗，让本地瓜农“赢”

在起跑线。 在魏瑾瑾的示范引领下，程

庄镇逐渐形成以坡里王屯村、 龙泉寺

村、王明集村为主的西甜瓜产业种植核

心区 ，拥有西瓜大棚 4 万亩 ，年产西瓜

16 万吨，成为皖北最大的西甜瓜集中产

区，逐渐打响“西甜瓜之乡”的名片。

小西瓜成了大产业， 吸引了众多大

学生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在魏

瑾瑾的带领下，20 名从安徽大学、安徽农

业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 分别负责

育苗、育种、园区管理、市场销售等环节。

“我阿姨家的西瓜是彩虹色的”

魏瑾瑾的小侄子在上小学， 有一天

老师问，小朋友们，西瓜是什么颜色的？大

家回答， 西瓜是红色的， 唯有小侄子说：

“不是，我阿姨家的西瓜是彩虹色的。 ”

第二天，小侄子带了一个特别的西

瓜到学校 ，黄色的瓜皮打开来，黄黄的

瓜肉中夹杂着淡淡的粉， 阳光照耀下，

像一道彩虹。 老师和同学们啧啧称奇、

赞叹不已。

1994 年出生的魏华英是团队成员

之一，担当百思农基地的技术员。 当她

穿着短皮衣 ， 戴着耳钉出现在笔者面

前，让人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漂亮时髦的

女孩子，也与土地打交道。

“一般农业播什么种就结什么果，

我们这里的育种不一样，每颗种子都有

它的基因特性，组合千变万化。 ”魏华英

告诉笔者，目前 ，基地正在登记的品种

有 35 个，申请品种保护的有 3 个，做出

来的育种组合有 6000 多种，“这几年比

较火的‘美都’西瓜，近三分之一的种子

都出自我们基地。 ”

除了培育“大路货”，魏华英她们也

热衷做“小众品”。 彩虹西瓜去年每公斤

卖到 30 元至 40 元，单个瓜就能卖 50 多

元，通过订单销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近两年流行拆盲盒，魏华英等人顺

势推出了一款“西瓜盲盒”———一盒四

宝，黄皮红肉、绿皮黄肉、黑皮红肉 、黄

皮彩虹肉等随机组合。

“要让西瓜成为艺术品。 ”魏瑾瑾

说， 她培育的新品瓜不再趴在地里，而

是吊在树上， 彩色的西瓜挂在枝头，也

是风景。

西瓜还能吊着长？ 瓜农们涌进魏瑾

瑾的基地看稀奇 。 温室大棚足足 7 米

高，用钢架搭出了一层吊床，细细的绳

子从吊床上垂下来，西瓜蔓攀在绳子上

向上长， 一个个小西瓜蛋吊在半空，像

是小灯笼。

“这是吊蔓西瓜技术。 ”魏瑾瑾说，

传统爬地瓜一亩地只能种 600 至 700 棵

瓜秧， 而吊蔓种植每亩能栽 2500 棵，大

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减轻了劳动量。

“现在的活好干，不像以前弯腰驼

背在地里。 ”在基地务工的孙素兰夫妇

正在给瓜秧打岔、盘头，他们打趣地说，

“咱们终于能挺直腰杆种西瓜啦！ ”

从育种、育苗到种植、销售，魏瑾瑾

带领大伙在程庄镇建起了 980 亩西瓜基

地，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 ，公司年产值

6000 多万元。

“这不是西瓜，而是农民致

富的金蛋蛋”

程庄镇老一辈的瓜农种瓜，每年夏

季，都要跪在 30 多摄氏度的大棚里授粉

到半夜，汗如雨下，却收入微薄。 他们没

有想到，接力棒到了“90 后”手上，种瓜

不仅能站起来，更能富起来。

吊蔓种植的“小黄人”（西瓜品种），

4 月初就可以上市， 一个瓜就能卖 100

多元。在魏瑾瑾等人带动下，周边 600 多

户瓜农建起温室大棚，学着种植吊蔓西

瓜。“一年种两茬，一亩地毛收入 10 万

元左右，净收入五六万元。 ”“这可不是

西瓜，这是农民致富的金蛋蛋。 ”魏瑾瑾

托起一个小瓜蛋，笑着说。

“种瓜还用你教？ ”“我种瓜的时候还

没有你这娃子呢！ ”回想当初，魏瑾瑾向

村民们传播新技术时，大伙都十分不屑。

但如今，老瓜农们彻底服气了，跟着这群

大学生学技术、闯市场，挺直了腰杆。

程庄镇龙泉寺村的魏明种了 60 亩

西瓜，“向魏瑾瑾买的苗，种了 50 亩‘美

都’，还有 10 亩‘小黄人 ’。 去年‘小黄

人’卖到 4.8 元一斤，一亩地收入就有三

四万块。 ” 魏明喜滋滋地告诉笔者，去

年，他换了一辆新车。

“现在销售这么火爆，我都不敢想

象。 前不久有客商来指名要‘小黄人’，

不愁销。 ”瓜农尉军庭保守算了一下，去

年挣了四五十万元。

“我们从金融、设施、人才等各方面

加大对西瓜育苗育种基地的扶持。 ”程庄

镇镇长杨林介绍， 镇里整合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资金 1094 万元投入百思农种

植基地，每年带动龙泉寺村等 3 个村集体

增收 61 万元，带动 300 多人务工。

最近，魏瑾瑾在忙着一件大事———建

一栋人才公寓。“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

生导师张显教授对我们的种子库非常感

兴趣，双方已经谈好合作，共同开展西瓜

育种。 ”魏瑾瑾说，张教授将带着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的博士生、 硕士生团队来到

砀山开展育种实践，“程庄西甜瓜” 将为

国内西瓜市场带来更多惊喜。

“彩虹西瓜还不算稀奇，通过我们

庞大的基因库和数据库，将来能实现私

人定制，种植出个人专属的西瓜品种。 ”

魏华英俏皮地说。

（张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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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和他们的“彩虹瓜”

网络图片

“稀奇真稀奇，不长地里吊树上，西瓜剖出彩虹瓤”，在安徽省砀山县程

庄镇，流传这样一句话。 看似变魔术般的西瓜种植，来自“

90

后”大学生———

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瑾瑾和她的团队。“我在架子上育

苗，而且是穴盘育苗，老百姓回家往地里一丢就行，非常省心。 ”魏瑾瑾说，

今年的头茬西瓜苗刚栽种完，由于是订单育苗，已销售一空。

大学毕业后，当身边同学涌向城市时，魏瑾瑾带着

20

名“

90

后”大学生

一头扎进了农村。 他们只想干成一件事，要让西瓜变得更甜、更有趣。 在他

们的带动下，程庄镇的西瓜种出了科技范，做成了产业链。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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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海洋生物只在化石中才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