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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朱曙光 记者杜成敏
报道 在台州三门县横渡镇坎下
金村外的石子滩上，一片钢架温
室大棚尤为显眼。谁也不会想
到，这片泥土都找不到的地方，有
人种出了获浙江省十佳、全国金
奖的草莓品种。这位敢于大胆创
新、另辟蹊径的人叫陈高汉。

另辟蹊径种出“空中草莓”

48 岁的陈高汉是临海杜桥
人，他当过农民、做过油漆匠，也

承包过建筑工程，有一定的经商
头脑。

2011年 9月的一天，陈高汉
得知横渡镇坎下金村外有一大片
空地，可以低成本承包下来搞农
业开发。当陈高汉兴致勃勃跑到
现场，却发现那是一片荒芜的石
子滩，杂草丛生。“连块像样的泥
土块都找不出来。”陈高汉说。

但陈高汉没有放弃，他觉得
那片石子滩周边有山有水，空气
优良，有开发的价植。“能否另辟

蹊径，找到一条不寻常的农业路
子。”他四处搜集信息，终于从杭
州一位草莓种植的朋友那里得
知，有一种高架无土栽培草莓技
术，最高亩产可达4000公斤，比
土地种植品种高出 1000 多公
斤。了解情况后，陈高汉立刻动
身去朋友那里“取经”。

2012年12月，陈高汉承包下
横渡镇坎下金村 120 多亩石子
滩，开始了他的草莓无土栽培之
路。他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建
起15个钢架温室大棚，选取了日
本草莓高架设施和无土栽培技
术，利用可再生资源椰糠为基质，
种植起了“空中草莓”。

高投入高回报

2013年 9月，陈高汉成立三
门高汉果蔬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嘎清爽”商标，并引进“庄姬”和
“红颊”两个新品种。

“‘庄姬’草莓是很受消费者
欢迎的牛奶草莓，吃进嘴里有一
股浓浓的牛奶味，椰香被夹在牛
奶味里，更加醇厚。‘红颊’草莓一
口咬上去，甜中带酸，很清口。”陈
高汉介绍说。

在陈高汉的精心种植下，
2014年1月，他的“空中草莓”一
上市就大受欢迎。“以杭州、上海
超市采购量最大，品质好的每公

斤可卖到120元，普通的散装售
价也在每公斤60元到80元之间，
比普通草莓销售价格要高出好几
倍。”陈高汉欣喜地说。

陈高汉介绍，高架无土栽培
草莓成本一亩要20多万元，比普
通草莓高一倍多。但它有很多优
点：高架让草莓远离了地面、泥
土，不但能减少病虫害发生，而且
清洁卫生；高架上草莓采光更好，
能有效控制植物根部的温度和湿
度，大大提高了草莓口感、光泽；
还可以节约土地，不需要工人辛
苦地弯腰劳作，减少工人的劳动
强度与时间。

“机器换人”提质再增效

有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后，陈
高汉胆子更大了。他从扩大种植
规模、提高草莓品质上下功夫、再
投资。

2015年，他再次投入380万
元，建起了4个连栋钢架温室大
棚，并从浙江省农科院农艺所引
进了“越心”、“越丽”、“桃薰”、“天
使”、“小白”等草莓优质新品种种
植，目前已发展到50多亩。

2017年元旦，陈高汉到玉环
漩门湾观光农业园旅游，发现游
客兴旺，他再次看到了商机。经
过商谈，他从农业园区承包了50
亩土地，把“空中草莓”搬了进

去。9月，他的“红颊”、“白雪公
主”、“越心”等草莓品种成熟，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自由采摘，同
时专门供应当地高档宾馆、饭店，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在草莓生产中，陈高汉的合作
社实行标准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种
植管理。从日本引进了智能一体
化管控肥水灌溉和加温设备，建立
了温室智能化和肥、水、药一体化
控制系统，在高架下铺设肥、水输
送管网和加温系统，做到定时定量
灌溉肥水，适时加温。工人只要操
作按键，就能将营养液等输送到高
架的椰糠内，保证高架种植槽内有
充足的肥水，温度保持在10℃至
25℃之间。这样，既促进草莓迅速
茁壮生长，提高草莓产量，又节本
增效。

目前，陈高汉的合作社草莓
种植基地每亩已达到3000多公
斤，并于2015年通过国家无公害
食品认证。

“将一片荒芜的石子滩改造
成草莓种植基地，不仅自己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坎下金村
创收、村民就业提供了机会，陈高
汉的创新精神是乡村振兴的有效
实践。”横渡镇党委书记牟永宝欣
喜地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该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其
发展壮大。”

创新能人陈高汉不走寻常路

石子滩上种出“省十佳”草莓

陈高汉在观察草莓生长情况。

■吴丽燕、刘乐平、沈晶晶、张蘋

长三角一体化的脉动如今
已传导至距离上海 200 多公里
的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
镇。这几天，多家来自长三角甚
至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前来洽谈，
有意向在这里布局华东生产中
心；中科院院士前来考察，想在
这里设立化妆品研发中心，实现
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而美妆小
镇的工作人员则紧锣密鼓地商

量着今年化妆品行业领袖峰会
的活动方案，期待吸引更多企业
和人才关注。

“为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
我们划出8.97平方公里面积，全
新规划美妆小镇二期。”埭溪镇党
委书记厉云燕介绍，目前，科创中
心孵化园已投入使用，跨境电商
贸易平台、高端人才研发中心、美
妆学院、化妆品博物馆等先后启
动建设，一个集产业集聚中心、文
化体验中心、时尚博览中心、人才

技术中心等一体的美妆小镇，正
呼之欲出。

美妆小镇，是吴兴接轨长三
角产业资源的缩影。吴兴区区域
合作办负责人认为，一体化并不
意味着同质化，明确自身定位，做
大产业特色，是实现差异化发展、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走进位于美妆小镇的湖州御
梵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
正忙着调试设备。“预计今年6月
就能投产，年产值将达到3亿元左

右。”公司负责人张爱东告诉笔
者，3年前，他们将生产基地从苏
州迁到吴兴，“公司订单80%以上
来自上海，我们看中的正是美妆
小镇的集群效应和完善的上下游
产业配套。”

据统计，去年以来，埭溪镇累
计引进美妆相关项目62个，总投
资近 160 亿元。如今的美妆小
镇，从化妆品生产到包材包装、从
物流仓储到电商销售，一应俱
全。更令人欣喜的是，眼下，小镇

还在着手布局化妆品原材料产
业，他们委托埭溪中学玫瑰研究
所培育了30万株玫瑰种苗，计划
初期在200亩示范基地试验，之
后带动农民种植，从而构建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链条。

在对接长三角产业溢出效应
的同时，小镇还跳出长三角，将目
光聚焦海外。眼下，亚洲最大的
化妆品包材企业衍宇、韩国第三
大化妆品企业韩佛等知名美妆品
牌纷纷落户。

借一体化东风，吴兴布局化妆品全产业链

美妆小镇打造“美丽产业”升级版

■徐光

2001年，父辈白手起家
建立嘉兴永发电子有限公
司；2013年，夏小丽从父辈
手中接过接力棒，担纲起企
业再发展、再出发的重任
……短短几年时间，嘉兴桐
乡姑娘夏小丽从一个海外归
来的留学生，转变为企业发
展的掌舵人，她和永发电子
有限公司经历了哪些故事？

“我接手企业管理工作
的过程中，从一支小规模
的核心团队开始，到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可以算得上是二次创
业。”谈起自己的“二次创
业”历程，夏小丽笑着说，
虽然困难、问题、麻烦不
断，但好在有一支核心团
队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
天。“我感恩这支团队的付
出，也感恩自己有幸与这
支团队一起成长，更希望
这样的‘再创业’模式，能
给我们企业指明一条今后
发展的路径。”夏小丽坦
言。

大学本科毕业后，夏小
丽选择去澳大利亚的莫纳
什大学读研。回忆起来，这
对当时一个尚未出过国门
的女孩来说，其实是一种挑
战。但这份经历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是一方面锻炼了
独立生存的能力，磨炼了自
己；另一方面，海外留学的
经历，让她能够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这些对企业今后从
事外贸行业等有很大的帮
助。其实，从选择出国留学
这条路开始，自己心里是有
一定的思想准备，回来以后
是要为接手企业做准备的，
包括选择了金融会计领域

的专业等。她觉得早年的
这些求学经历，不光是自己
个人的宝贵财富，也对今后
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起到了
很大的助推作用。

留学回来后，2010 年
到 2011 年，夏小丽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先后在上海
的几家公司实习，更多的
是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
因为在别的企业，由于思
维方式和角度不同，自然
而然会考虑到很多不同的
东西。有一次，一个偶然
的机会，她到企业的一个
客户公司里去面试应聘，
并且工作了一段时间。这
家企业的业务是以零售为
主，在这段经历当中，她学
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东
西。比如，如何跟消费者
打交道，终端对产品属性
的需求到底有哪些，这些
细枝末节的东西，作为生
产厂商来说，不做市场调
研是很难接触到的，这种
经历，也可以说是锻炼了
她的逆向思维。

回到企业以后，夏小丽
拉起一支团队，成立了一家
全 新 的 公 司—— 永 达 电
讯。虽然电讯行业跟他们
的老本行在产品、产业链
上存在着一定的上下游关
系，但从零开始，他们这支
核 心 团 队 还 真 是“ 门 外
汉”，从一开始就在不断摸
索中前行。

目前他们已经跟不少国
际化的大品牌形成了长期合
作。比如，每年和宜家家居
的合作订单量几乎稳定在3
亿元的年产值。他们将把传
统的不锈钢家居产品去做更
多延伸，开拓一个不锈钢产
品的全新市场。

看桐乡80后海归
如何掌舵亿元企业

■记者曾晨路

在衢州衢南山村长大的余志娟，
将一份份记忆化作美食，不仅慰藉游
子的乡愁，更将其作为助推乡间农妇
增收的一个产业来经营。

在农村，家中开始制作特定的
食物就意味着一个新节气的开始：
立夏的芋荷馃、清明的清明馃、端午
的粽子、重阳的麻糍、过年的年糕
……

2016年，余志娟按照老传统，
在立夏前给家人做了芋荷馃，顺手
拍了发朋友圈。没想到朋友圈“炸
了”。同学、朋友留言说想吃，特别
是一些外地的朋友直接私信给她，
说很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特色美食，
能不能来买。

为满足游子对家乡美食的渴
望，余志娟开始接单。为确保食品
安全，所有雇来帮忙的人都要通过
健康体检，每制作一批就送去检验，
而她也总是第一个试吃者，“吃得东
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新鲜、高品质的食材是实现美
味的关键。余志娟深知此精髓，只
挑长自本地的食材，如芋荷梗、饭豇
豆、笋等。为留住食材本真，她采用
最传统的手工制作，“虽然做得慢、
做得少，但味道好。”产量受限，但余
志娟有所坚持，比如清明馃，只在早
上包，最多3000个，下午就快递给
全国各地的客户，确保他们第二天
就能收到。

正是这份坚持，她收获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客户。2017年，余志娟
带着芋荷馃参加了衢州市特色小吃
节，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个来自衢南
山村的美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带
去的4000多个芋荷馃“秒光”。来
光顾的食客纷纷加余志娟为好友，
为自己也为远在外地的亲友订购。
去年，衢州召开首届衢州人发展大
会，700多位客居在外的优秀老乡
从五湖四海回衢“探亲”，余志娟带
着特色小吃去“招待”。“很多人尝了
都夸好，说有小时候的味道。”一名
定居香港的衢州人订购了60个清

明馃，要求寄到深圳，说让深圳的员
工给带到香港去，很久没有吃到过
家乡风味的清明馃了。

也正是这份坚持，她创办的衢
州市衢江区轩阁祝记年糕厂被评为
衢州市名特优食品作坊。这些带着
家乡味道的传统美食，从作坊“飞
向”全国各地，甚至有客人想要给在
西班牙的朋友订购，最终因无法邮
寄而作罢。

随着销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
农村厨娘成为余志娟的帮手。“忙的
时候一天有十七八个人来一起做”，
村民祝永仙就住在镇上，经常被叫
过来帮忙，既能挣钱，又能照顾一家
老小，这让她很满意。特别是年前
年糕热卖的时段，2个月不到，能售
出15万公斤年糕，她个人能挣近
6000元。

作为衢江区湖南镇湖南村的
妇女主任，余志娟并不满足于现状，
她有个志向，用四季传统美食打响

“诗意湖南”品牌，让更多的乡村厨
娘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乡村厨娘余志娟：

让节气的美食走出衢南山村

余志娟带着节气的美食参加2019“寻找记忆美食 助力乡村振兴 践行衢州有礼”民间美食巧女秀活动，并获
“巧手美食奖”。

■范宇斌 刘蒸蒸

暮春时节，台州临海古城街
道许墅村的杨梅山上，青青的杨
梅幼果已挂满枝头。

“你看这两颗杨梅挨得这么
近，得掐掉一粒，不然到时候挤在
一起，杨梅容易烂果。”许墅村弘
宝杨梅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颜
丽菊又跟果农强调起疏果的事。

“杨梅好吃，管理也蛮难。”
该合作社负责人王天榜说，“颜
老师一年总要跑好多趟，到村里
讲课，到山上指导。”

杨梅是临海市继柑橘之后的
第二大水果产业，该市种植面积
13.3万亩。而在果农那里，颜丽
菊的“江湖地位”并非一蹴而就。

1984年，颜丽菊从台州农校
毕业，成为临海市双港林特站的
水果技术员。当时，临海白水洋
上游村等地刚开始引种东魁杨
梅，果农们无不期盼着杨梅树早
日结果，卖上好价钱。

但因技术缺乏、管理不当，
许多果农种植的杨梅出现投产
迟、品质差等问题。颜丽菊一趟
趟地往村里跑，推广控梢保果、
矮化修剪、疏果、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

年轻技术员的一腔热情，农
户们一开始并不能接受。

“本地水梅卖两三角1斤时，
东魁杨梅就卖三元五角了，一篮
抵得一担。”颜丽菊说，正因如
此，果农们不舍得给果树“瘦
身”。“疏果是为了获得优质果品
和持续丰产，这个道理他们听不
进去，觉得这是白白扔钱。”

颜丽菊传授的杨梅种植“秘
笈”逐渐在果农中深入人心，一
系列科学的管理方法得到推广
普及，促成了杨梅优质高产。

有一件趣事，颜丽菊一直记
得。

“白水洋有对父子都种了杨
梅，父亲按我们教的方法疏果，
儿子却不舍得摘除。结果老爸
的杨梅通风好、营养足、落果少，
果子又大又甜，收入反而更多。”
颜丽菊说。

“我去村里上课，就给他们
讲这个例子，比讲一百遍科学道
理都有效。”而“颜老师”也从此
成了果农心中的技术“权威”。

仅在上游村一地，就建成
2200亩早丰优质东魁杨梅核心

示范基地，杨梅总产值达2000
多万元，最高株产值 8000 元。
上游村也成为全国一村一品专
业示范村、浙江省兴林富民示范
村。

杨梅是一种“娇气”的水果，
怕雨、怕虫，果农急需专家“支
招”。“颜老师帮我们引进了杨梅
网室避雨栽培技术，给杨梅树挂
上‘蚊帐’，防止果蝇产卵。”王天
榜指着一堆银灰色的网膜说，

“过几天就可以往架子上挂了。”
“五月挂网，采前再加盖薄

膜，能有效防虫避雨。”颜丽菊介
绍，弘宝杨梅专业合作社前几年
修剪控冠做得比较好，他们因此
选择这里作为浙江省种植业主
推技术示范基地。

杨梅种植技术不断成熟，颜丽
菊也从当年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成
长为如今的技术“大咖”。参加工
作至今，她主持或参与50多项课
题，有18项科技成果获奖。

几十年的上山下乡、授课指
导，让颜丽菊与农户结下了不解
之缘。

每年杨梅开花、结果等生产
关键季节，找颜丽菊咨询的果农
特别多。有些果农早上五六点
钟就上山干活，碰到问题随时会
打电话咨询，经常把她从睡梦中
叫醒。

繁忙的下村讲课、上门指导
之余，才是颜丽菊开展专业研究
的时间。杨梅采摘季节，她每天
要到杨梅种质资源圃，白天采样，
晚上对品种特性进行测定记录，
一直要忙到夜里10点多。

这样的忙碌，颜丽菊并不觉
得多辛苦。“现在条件好了，来去
都开车。”她说，刚参加工作时，
下乡都是骑车，还常常要扛着自
行车翻越界岭水库大坝。“有一
次去村里讲课，裤子都摔破了，
觉得怪难为情的。”

颜丽菊的工作热情也感染
着周围的年轻人。同事蒋芯毕
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园艺专业，
2015年参加工作。“跟农民打交
道，颜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蒋
芯如是说。

今年“五一”前夕，颜丽菊获
评浙江省劳动模范。从事农技
推广工作30多年，而今，她也十
分关心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接
力”，尽力使农技队伍真正成为
服务“三农”的强大“后援”。

颜丽菊指导果农进行疏果。 刘蒸蒸摄

杨梅树成致富树
全凭科学来帮助

农技“大咖”颜丽菊服务“三农”接地气

■陈新森

近年来，磐安坚持以“两山
理论”为指引，充分利用磐安的
好山好水好资源，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美丽经济、养生经济、共享
经济，努力打通拓宽“两山”转换
通道，在推进以“沪上人家”为代
表的“四大基地”的同时，加快

“五大花谷”建设。
磐安还加快发展以休闲养

生旅游“一号产业”为龙头的绿
色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以“沪上
人家”为代表的“四大基地”的同
时，加快“杜鹃谷、樱花谷、玫瑰
谷、芍药谷”等“五大花谷”建设，
积极推出“共享农屋·磐安山居”
等项目。磐安高姥山的杜鹃花

谷总面积达1万多亩，核心区域
2000多亩，内有毛鹃、映山红、云
锦杜鹃、马缨杜鹃、天目杜鹃、大
树杜鹃等100多个杜鹃品种，分
布区域广、密度高、花色美，还建
立了占地100多亩的杜鹃物种
园。

磐安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
境独具优势，他们大力发展森林
旅游、森林康养，拓展“森林+”发
展模式，培育森林生态养生、中
药康体养生等系列产品，推进乡
村振兴，“乡村慢生活+中医药健
康养生”的主体业态加快形成。
以中药材、茶叶产业为基础提出
创建的“江南药镇”“古茶场文化
小镇”被确定为省首批特色小
镇、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

磐安加快“四大基地”
“五大花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