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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从“种出食物”

到“种出生活”

浙江象山民族同胞

聚葡萄市集

共享“甜蜜盛宴”

正值暑期，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晓塘乡西边

塘村开启一场葡萄市集，吸引当地深耕葡萄种植

产业的民族同胞相聚一堂，在民俗表演和欢声笑

语中共享“甜蜜盛宴”。

象山位于东海之滨，因为地理位置兴起水果

特色产业，葡萄也一直是象山这片美丽半岛的特

色名片。 在晓塘乡，葡萄种植面积达

1500

余亩，

名优品种

30

多个。 民族同胞， 是当地水果特色

产业的支柱。

彝族果农茶光菊作为该县民族团结促进会

副会长，十余年来不断精进葡萄种植技术，通过

民族和睦邻里节、石榴籽产业项目等带动更多民

族姊妹圆梦共富。

仡佬族妇女牟友顺是当地著名的“拼命女

郎”，在象山半岛安家后积极探索乡村种植养殖

业。 为了节省农家养殖饲料，她曾在凌晨两点去

菜市场收购甘蔗皮。 凭着一腔热血和敢拼敢做

的劲头， 第一年就成功赚到了

10

万元。 在用双

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 她也积极“为他人撑

伞”，成立残疾人合作社，分享自己增收致富的

经验，带动更多困难民众走上共富之路。

象山县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当

地大力发展精品农业，苗族、仡佬族、畲族等民

族同胞积极探索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的农业

发展之路，建立柑橘、葡萄、火龙果等精品果业

基地，积极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果乡样板”，四季

瓜果飘香中民族情愈深， 现已成为游客田园采

摘、休闲度假、体验民俗的好去处。

此外，该县还启动统一战线助力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暨“象新力”助梦计划，统战成员踊跃

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主动对接葡萄等农产品销售

堵点问题，依托新兴业态为果农散户排忧解难。

象山县网联会副会长倪双双、 乐绣伟等， 依托

“网络

+

” 模式帮助果农拓宽市场， 让葡萄、柑

橘、蜜桃等农产品搭上电商的“东风”。

(

曹子健

)

掰开一根黄瓜 ，

30

平方米的

棚子里弥漫着黄瓜的清香。

2023

年年初， 邵爽在上海市

郊承包了

60

多亩地，创办了“

You

菜可视化共享菜园”。 在这里，人

们可以花

2000-6000

元

/

年的价

格租一块

50

平方米的土地。

邵爽的很多客户是有机蔬菜的

忠实消费者。他算过一笔账，在超市

买有机蔬菜，大约

20

元一斤。 自己

在共享菜园种，

50

平方米的土地一

年产出

400-600

斤蔬菜， 算下来，

一斤有机蔬菜平均

8

元。

选址时， 邵爽看了很多距离

上海城区

40

分钟到一小时车程

的地方 ，最后找到这个村庄 。 邵

爽感到很满意 ，“配套设施好，集

餐饮 、 自然环境于一体 ”。 他考

虑 ，客人除了来种地，还可以吃

饭、欣赏风景。

去年，他尝试为共享菜园做了

水肥一体化控制设施， 客人在手

机小程序上就可以给菜地浇水施

肥。 但客人对此并不买账，更希望

来到真实的菜地， 在慢生活中体

验收获的快乐。

邵爽的不少朋友对于“自己有

块地”感到非常自豪。“有个客人

刚把葡萄种下， 就把身边朋友邀

请个遍，约着‘

9

月来吃葡萄’。 其

实要长到第二年才有可能结葡

萄。 ”他笑着说。

不少人喜欢带着朋友、家人来

看自己的菜地，到了菜园，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手机拍照、录像，发朋

友圈。 邵爽说，大约

40%

的地是靠

“朋友带朋友”租出去的。

邵爽记得，有位客人带着亲朋

好友来共享菜园聚餐、露营，刚好

种的豆角成熟了， 几乎被采摘一

空。“他们特别新奇，说多少年没

吃到这种味道了。 ”

邵爽的客户大部分在

30-40

岁。 很多人希望借此机会让孩子

多接触自然、 远离电子设备，“小

孩上初中，天天玩手机，不如来这

里学种地、开眼界”。

刚开始经营共享菜园时，邵

爽听到有客户教育孩子 ：“你要

是不好好学习的话 ，以后就来这

里种地。 ”

邵 爽 听 了 这 话 心 里 不 是 滋

味 。 在传统观念里，种地是一个

很辛苦 、赚钱少的事 。 经过一番

劳作，“整个生态园区成规模了，

土地一垄垄 、一片片，漂亮养眼 ，

搭起小棚子 ，很有美感 ，再也没

有人说那种话了”。

菜地里的故事，也能引起孩子

们的兴趣。

邵爽记得 ， 一群要出国留学

的孩子来菜园研学 。 邵爽讲课

时， 一开始他们都低头看手机 ，

讲了一会儿 ，孩子们被种地中的

各种趣事吸引，开始抬头专注听

讲 。“能让这些孩子认真听田地

里的故事 、知识 ，很不容易呀 。 ”

邵爽笑道。

五六年前 ，

95

后杨闯世在成

都市郊租了片土地，创办一家名

为“昱小农”的共享农场 。 他在

农场里种菜，还养了猪 、羊 、鸡 、

鸭等。

他把土地分成

15

平方米的小

块，每一块年租金

999

元。 农场为

用户提供种苗 、工具 、肥料、共享

厨房等。

杨闯世从小跟着父母种甘蔗，

父母会在土地的边边角角种菜，

他因此认识了各种蔬菜、中草药，

“地里、山上长的东西都认识”。

他的农场里不用除草剂，甚至

不用化肥。 家禽、家畜的粪便成为

农田的肥料。 雨后，叶菜上会有蜗

牛或其他虫子， 杨闯世和小伙伴

们将小苏打、 草木灰等喷到菜上

除虫。 如果有蚜虫，就买瓢虫卵，

让瓢虫来对付蚜虫。 玉米、莲花白

则靠人工捉虫。 杨闯世说，这听起

来费力， 其实工作量不算大，“虫

子只吃刚长出的菜， 菜长大了就

不吃了”。

杨闯世的团队里，

80%

以上是

00

后的年轻人。

今年年初 ，

23

岁的符美媛在

网上看到这家农场。 来实地体验

时，符美媛看到房子上盖着稻草，

屋里挂着彩绘的鸵鸟蛋，外面还有

一片银杏林。 她跟工作人员一起

种了菜、掐了豌豆尖，对这里的生

活恋恋不舍的她，决定来此工作。

符美媛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后做过一年多文职工作，想有更多

“特别”的体验。 她喜欢在户外工

作，舒服地躺在农场的大草坪上，

周末还能去爬爬山。

很多客人喜欢带朋友来这里

喝茶、聊天。 农场里有个亭子，天

晴的时候，能看到远处的高楼，还

能看到西岭雪山。“很多人喜欢来

这里放松，下雨天也有人来，在亭

子里听雨、看书。 ”杨闯世说。

但农场并非“世外桃源”。 杨

闯世经营共享农场

6

年，前

3

年大

约投入了

200

万元， 一直没打开

市场。 生意刚有起色时，去年夏天

又遭遇连日大雨， 土地都被水淹

了。 如今，农场有了数百个家庭会

员，前期投入已经回本，产品还有

些供不应求。

杨 闯 世 一 直 对 农 活 亲 力 亲

为。 除草时，他背着二三十斤重

的大除草机在田间作业，机器运

转时一直震动 ， 干完活儿肩膀

疼，筷子都拿不起来。

符美媛和同事曾住在一个小

屋里，夜里老鼠在天花板上跑来跑

去。 蚂蚁、蚊虫很多，必须穿着长

袖上衣、长裤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

究所智能农业机器人团队首席科

学家马伟长期关注共享菜园、共享

农场等都市农业新型业态，也一直

为邵爽经营的共享菜园提供技术

指导。

马伟认为，共享菜园将成为门

槛低、技术规范的成熟商业模式，

可以像便利店一样提供服务。

“未来共享菜园将不断进化，

从‘种出食物’到‘种出生活’。 年

轻人会将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创

意‘嫁接 ’到共享菜园上 ，在共享

菜园里收获他们想要的生活。 ”

马伟说。

(

梁异

)

闽北阳光玫瑰葡萄大丰收

正值葡萄成熟的好时节，位于

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东平镇盛庭

农场的近

300

亩阳光玫瑰葡萄陆

续成熟，迎来大丰收。 连片的现代

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分布在田野

上，一排排蓝色光伏板在太阳照射

下熠熠生辉。

在盛庭农场的大棚里，葡萄挂

满枝头，

20

多名工人正对成熟的

葡萄进行甄选和采摘。

大棚旁的包装车间内 ，近

30

名女工正在小心挑选葡萄，并安

照等级进行包装 ，整齐码好装箱

后，统一装车发往临近的嘉兴水

果批发市场。

近一个月来，盛庭农场葡萄销

售量接近

300

吨， 产值约

900

万

元，主要供应浙江嘉兴、广东深圳

等地。

“葡萄品质要从口感上说，具

备甜、香 、脆的特征 ，甜相对好控

制，香跟脆就比较难。 ”盛庭农场

负责人叶祖清说，在科技特派员指

导下， 今年比往年做得好很多，特

别是收成总体上有质的提升。

叶祖清说的技术指导来源于

福建省农科院对盛庭农场开展的

技术帮扶。盛庭农场作为福建省单

体最大的“粮油作物———阳光玫瑰

葡萄” 复合种植基地， 规划面积

600

亩，总投资

2.1

亿元，是政和

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试验示范

项目。

在福建省农科院的帮扶下，这

个基地目前建成近

300

亩水肥一

体化连体温室大棚，通过数字化管

理，自动调控给肥、滴灌、通风，实

现智能温控、高温报警、微量元素

和水含量动态监测，大大降低劳作

强度。

“这次用微生物发酵的菌肥用

完以后， 整个葡萄的质量变好了。

用地膜，根部土壤的温度会很快升

上来， 就有利于发芽， 芽出得早，

花也出地早，结果也就早。 ”来自

福建省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林斌

挂点盛庭农场，每逢水果种植的关

键时期， 都会来这里了解水果长

势 ，并从土壤 、施肥 、疏果等方面

给予技术指导。

在林斌的科学指导下， 科学喷

施叶面肥， 大大减少了葡萄后期的

病害，促进葡萄品质进一步提升。叶

祖清告诉记者， 今年的阳光玫瑰葡

萄不仅提前进入成熟期， 其果实的

含糖量、口感、滋味感也更加突出。

福建省农科院的指导不仅提

高了阳光玫瑰葡萄的品质，也辐射

到了其他葡萄品种。 叶祖清表示，

农场二期大棚里种植单价更高的

“妮娜皇后葡萄”， 预计

9

月成熟

上市；届时，基地将种植、初加工、

休闲观光融为一体，效益还将进一

步提升。

在盛庭农场 ， 立体套种实现

“一地双赢”， 使之成为集光伏发

电 、农业观光、农业作物 、农业技

术、园林景观及文化发展于一体的

创新型农业产业园，发展“棚上发

电

+

棚下种植”双重经济，持续助

力乡村振兴。

(

付子豪

)

广西岑溪夏茶采收忙

“新茶勃发”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广西梧州岑溪市南渡镇井河村百福

山有机生态茶园，茶农忙着采收夏茶，供应市

场。 近年来，南渡镇依托独特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以“党支部

+

合作社

+

茶农”模式大力

发展茶产业，通过茶旅融合、茶产融合延伸产

业链，有效带动民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何华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