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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六月的浙江杭州建德绪塘村“空

中草莓”农业园，草莓的香甜气息便扑面而

来。草莓种植大棚里，刚从宁波财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的傅昊韦正和他的师

傅熟练地操作着各种各样的仪器。

从提纯净化软水，调节喷灌水雾流量

到调整水肥配比参数，模拟自然环境土壤

温度，傅昊韦驾轻就熟，他已经在建德当莓

创客 4年多了，棚里的一切他早了然于胸。

两人管理百亩地 他们有什么“神通”

“大棚内的空气湿度、土壤温度都能一

屏显示，灌溉、光照都可以自动调配，这才

让我们有了以一当十的本事。”偌大的草莓

棚，只有两个人在忙碌，傅昊韦看出了记者

的疑惑，“草莓种植园引入了先进的农业信

息装备，可以通过软件实时检测大棚内各

项参数，并实现部分自动调控，这上百亩草

莓棚，我们两个人管理就够了。”

虽然室外温度早已超过30℃，但是在

草莓棚里却凉爽如空调房，“我们利用温控

系统模拟出最适宜草莓生长的环境，这也

是我们能够延长草莓生长周期的秘密之

一。我们还借鉴国外技术，引进了最新的

管理模式，实现了产销一体化联合。”傅昊

韦早已熟稔现代农业管理技术。

回乡创业他将新技术带进“土”产业

2019年，傅昊韦就开始了他的莓创客

之旅，3天帮农户解决滞销草莓 6000余

斤。但一切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新农

人”也不是那么好当，光是引进技术、筹办

设备就一波三折。有些村民也不太理解，

“怎么读了大学还回来‘种地’？”、“你学的

是计算机不去大公司当白领跑来当农民？”

不过，随着傅昊韦将软件技术应用到

生产上后，村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

对农业的改变。合作社的草莓种植户们都

说：“摘得不累，温度湿度都可以手机上看

到，再也不用起早贪黑钻大棚了!”

除了学习先进的草莓种植技术，傅昊

韦还尝试利用自己的专业为家乡的草莓种

植添砖加瓦，工作学习之余他把全部的时

间投入到了“草莓品质化生产平台”的App

设计研发上。

小草莓撬动大经济 未来他还想做更多

双排式滴灌技术可根据湿度温度自动

调控灌溉，水热力循环技术通过管道为草

莓装上“地暖”，分拣中心自动化出入库设

备也已应用，村庄里车来车往，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再学几年，我也打算建立自己的品

牌。我看好家乡的草莓产业，想让我们建

德的草莓走得更远。”傅昊韦信心满满。

“未来我们合作社还将继续加强人员

培训、扩大育种研发，引进更多国际先进

技术，以期打造出建德草莓金名片。”傅

昊韦说，“非常欢迎大家来建德加入我们

‘莓创客’团队，一起品草莓、赏美景，建

新功！”

（据《浙江日报》）

6月12日，一吃过早饭，河南省

太康县清集镇秸秆收储大户李学习

就驾驶秸秆打捆机来到该镇张子影

村村民赵永明的麦田，把收割后的

麦秸进行打捆回收储存。随着秸秆

打捆机的轰鸣声，只见遍地的麦秸

被快速吸入机器后旋转、压缩、捆

绑，不出一分钟，一捆长方形的草墩

便“吐”出来。

李学习目前有3辆农用机械，包

括1辆运输车、1辆秸秆打捆机和1辆

小麦联合收割机。“三夏”以来，他每

天带着工人到各村为村民收割小麦，

同时对秸秆进行打捆回收。“俺这一

辆秸秆打捆机一天可以打2000多个

草墩，合计能卖3000元。”李学习自

豪地说。

据了解，清集镇每年小麦种植面

积达8.3万亩。“往年，粉碎后残留在

地里的麦秸如何处理是镇村干部和

广大群众最头痛的事情。”清集镇政

府干部许志刚回忆说。

为了把秸秆变废为宝，近年来，

清集镇通过优化和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引导全镇村民大力发展牛、羊等

养殖业，把丰富的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秸秆打捆回收，加工成饲料，不但

降低了养殖成本，同时牛、羊产生的

粪便作为有机肥循环利用，又增加了

土壤肥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质

量，农作物秸秆成了村民眼中的“香

饽饽”。 （巴富强）

6月15日，笔者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双

流区黄水镇扯旗社区这片100余亩的玫瑰

园，虽然早已过了盛花期，但仍然能看到还

在绽放的玫瑰花，一朵朵粉红粉红娇艳欲

滴，这些玫瑰只要没遇下雨、沾水，都将被

采摘花瓣用于制作玫瑰鲜花饼等产品。

食用玫瑰的花期是从4月到10月，4

月又是盛花期，大量的食用玫瑰鲜花怎么

才能找到出路？玫瑰园相关负责人沈明决

定搞加工，自产自销。沈明通过考察，于

2019年玫瑰观赏节期间从云南引进了鲜

花饼制作技术，请来了技术师傅现场纯手

工制作，还开发了玫瑰茶、玫瑰露、玫瑰酱，

线下销售均受到了周边市民青睐。

沈明说：“制作鲜花饼，需采摘没有淋

雨的玫瑰新鲜花瓣，按一定比例加入蜂蜜、

白糖揉制成酱，玫瑰酱再加入黄油等原料

就成了鲜花饼的馅料；制作玫瑰花茶，采摘

下来的未经淋雨的鲜花必须48小时内烘

干；玫瑰露则要采摘玫瑰鲜花进行蒸馏。

每年4月至6月，我们在玫瑰园现场和加工

作坊制作鲜花饼，一是直接销售给赏花的

市民，二是承接订单，全年可生产5万—6

万个鲜花饼，卖5元/个，利润几乎就有一

半；而玫瑰茶、玫瑰露、玫瑰酱目前的利润

还比较少，主要是没有形成批量生产。”

据了解，为了打造好食用玫瑰产业链，

沈明对玫瑰园区和加工作坊改造升级，并将

园区的食用玫瑰品种全部更换成了山东平

阴玫瑰。因为原来的玫瑰园大多都种的是

“四川老玫瑰”，花期短，花瓣薄，制作的鲜花

饼口感差，“吃不出花瓣的感觉”；而山东平

阴玫瑰则花期长、花瓣厚、香味够，用此制作

的鲜花饼口感好。 （据《四川农村日报》）

“以前只听说哈密瓜产自新疆，

想不到我们本地也能产这么好的哈

密瓜。”6月24日，在湖北省黄石市阳

新县白沙镇青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哈

密瓜种植基地大棚里，一群游客边采

摘哈密瓜边称赞说。

合作社大棚里，枝繁叶茂的瓜藤

下吊着一个个纹路清晰、个大饱满的

哈密瓜。“我们种植的是‘都蜜5号’优

质哈密瓜品种，个头大，果肉香甜清

脆，皮薄水分足。”闻着瓜香四溢的空

气，合作社理事长马善金拿着切好的

哈密瓜让大家品尝。

1990年出生的马善金是白沙镇

赤马村新屋组人，曾在外打过工，跑

过运输，有了一定的积蓄。2014年春

节回家过年，与乡亲们沟通交流中了

解到，由于家乡的青壮年劳力常年外

出务工，导致大批土地撂荒，无人耕

种，马善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

乡创业。

几年来，承包流转了1140亩土

地，在低洼处进行稻虾养殖，在旱地

搭建蔬菜大棚种植黄瓜、茄子、辣椒

等时令蔬菜。

去年，马善金在蔬菜行业交流会

议中得知哈密瓜种植信息后，决定试

种10亩。去年7月份开始育苗，移栽

大棚种植，实行严格的栽培技术和操

作规程，结果生产出的哈密瓜口感

好、甜度高、外观漂亮、品质佳，大果

基本被周边地区的游客采摘完毕，当

年纯利润达到了20多万元。尝到了

甜头后，有了经验。今年2月，马善金

将哈密瓜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60亩。

马善金保守地算了一笔账，一亩

大棚一季产5000斤，每斤按5元计

算，亩产值25000元，成本5000元，

亩纯利润可达20000元。在本地，哈

密瓜一年还可以春、秋二季种植，前

景广阔，马善金的甜蜜致富路将越走

越宽。 （据《楚天都市报》）

刘英奎很忙，约了几次，终于在

日前见到他。

聊起瓜，刘英奎越聊越起劲。他

说，2010年，在城里打工时发现市场

上高端香瓜的价格高还供不应求，于

是，他便回到家乡吉林省吉林市高新

区南三道村尝试种植香瓜。经过几

年反复试验，他摸索出一套甜瓜吊蔓

高产栽培技术。在同一块土地上，以

前是“种一季，歇八年”，而采用这套

技术一年能种4茬，一棵秧最少能结

13到16个瓜，1亩地标准大棚可以种

植4000多棵瓜。

2017年，刘英奎的2.5公顷土地

产瓜50万斤，纯收入200多万元。这

让他一时轰动，全国各地的瓜农闻讯

而至。当年12月18日，他接受央视

农广天地邀请，向全国观众讲述种瓜

技术。

“技术有什么关键环节，有什么

奥妙吗？”记者问。

“技术其实很简单，关键在田间

管理。”刘英奎说，科学的管理是技术

运用的最大支撑。在田间管理上，土

壤和农家肥的选择很重要，要从源头

上确保无公害；掐枝剪蔓很关键，秧

从定植生长到20多厘米，就要掐枝打

杈，6片叶以下所有的子蔓都要去掉；

结瓜期，要降低氮肥用量，随水冲施

适量的高钾复合肥；采收前一个月左

右要控制浇水……

刘英奎说得认真，记者听得

仔细。

“这样种植的瓜不仅味道甜美，

而且采收时间长，从5月初一直到10

月底都能吃到。”刘英奎说，每年夏天

我们都要召开品鉴会，邀请人们来品

尝，听取种瓜农户和消费者的意见，

不断培育更新品种。

（据《吉林农村报》）

“花样”经济！玫瑰化身“致富花”

靠种香瓜年入200万元
秘诀在这里

90后返乡“新农人”
创业敲开“致富门”

麦秸捆成墩 环保还卖钱

返乡做返乡做““莓莓””创客创客
新技术服务新技术服务““土土””产业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