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湾畔的大牌头村，家家户
户都会种蔬菜。“大牌头村大规模
种蔬菜的历史有几十年了，我们就
是在菜地里长大的。”村党总支书
记陈雪锋说。大牌头位于民营经
济发达的慈溪，虽然不少农户经
营着工厂或从事其他产业，但种
菜的“老把式”一直没有丢掉。
去年，大牌头村的蔬菜总产量超
过 7800吨，产值约 1766万元。

靠种植白毛豆、包心菜和西兰
花，大牌头村村民成家立业、养儿
育女，他们亲切地将这三种蔬菜称
为“老三样”。如今，大牌头村的
蔬菜产业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收
购、加工、冷藏、外销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在“老三样”基础上不
断翻出“新花样”。

“有‘三星’公司在，我们就
像吃了定心丸。”这几天，正是包
心菜的收割旺季。大牌头村农民潘
炎根说，只要按照约定的品种和生
产标准种植，就不用为卖菜发愁。

位于大牌头村的宁波市农业龙
头企业——慈溪市三星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是村里农业的“定海神
针”，也是蔬菜产业链上的关键节
点。村民种植的蔬菜，由“三星”
公司收购，经初加工后，通过全程
冷链方式出口到欧盟和东南亚。

“我们专门从事蔬菜的加工出口，
公司通过蔬菜合作社向农户下订
单，成为大牌头村蔬菜产销的桥
梁。”公司负责人杨杰说。这些
天，“三星”公司满负荷运转，春

节过后每天发出 6个集装箱的蔬菜
到海外。

以前，大牌头村村民种蔬菜处
于自产自销状态。“有一年包心菜
滞销，收购价从 1 元每公斤跌到
0.12元每公斤。当时，许多菜烂在
地里，无人采收，真是痛心！”村
民丁苏联告诉笔者，“现在，许多
农户加入了慈溪市绿色蔬菜专业
合作社，蔬菜销售有了保障。行
情好时，合作社以高于市场平均
价 收 购 社 员 种 的 菜 ； 行 情 不 好
时，合作社会优先收购社员手中
积压的蔬菜。”

而村里也不断完善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
户加入合作社，开展规模化种植，
提高抗市场波动的能力。

此外，村里还活跃着一批农产
品经纪人，除了收购热销农产品
外，还收购青刀豆、蚕豆等小众
农产品。内销和外贸“两条腿”
走路，为农户的效益上了“双保
险”。

“蔬菜销售有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集中上市，容易形成积压。”
长河镇农事服务中心主任杨年岳
说，蔬菜卖不出去，引发价格下
跌，有时甚至出现蔬菜烂在地里无
人采收的情况。现在有了冷库，可
以先收购再加工，避免“菜贱伤
农”。为进一步减缓市场波动，同
时提高产品附加值，“三星”公司
正在谋划蔬菜速冻加工项目，进一
步延长蔬菜贮藏时间。

发展高效农业的核心——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村情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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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一场春雨，将慈溪大牌头村广袤田野上的

蔬菜滋润得鲜嫩水灵。大牌头人多地少，村民

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房前屋后，只要有空

隙，他们就种上蔬菜。

一年之计在于春，村民又开始了辛勤的劳

作。多年来，他们搭准市场的脉搏，优化种植品种，组建蔬菜合作社，打造产

业链，完善农业设施，健全农事服务体系，在这片盐碱地上，开拓出绿色高效

农业的新天地。

上周，村民开始播种白毛豆，
在田里搭起一个个育苗的小拱棚。
村民们把小拱棚形象地称为“育婴
床”。那些天，长河镇农技人员经
常来村里，在田里指导村民播种。
只有掌控好“被子”的湿度、温
度，才能孕育出“强壮”的“婴
儿”。“有农技员在，我们心里踏
实。”大牌头村蔬菜种植户章登钊
说。农技人员送技术到田间地头，
这在大牌头村是常见的事。镇农合
联聘请的乡土农技人员，经常帮助
农户解决种植技术问题。宁波农科
院的专家也会定期前来解决“疑难
杂症”。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和扶持下，
大牌头村的蔬菜种植户不断更新种
植品种，改进种植方式，提升蔬菜
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享受到了现
代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红利。

长 河 镇 是 我 省 的 “ 蔬 菜 之
乡”，为农服务体系较为发达健
全。尤其是该镇在 2014 年 12 月成
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的农合联后，服务覆盖面更
广，服务项目也更多。

作为农合联的实体服务平台，
2015年7月，长河镇在慈溪成立首
家镇级农事服务中心，整合涉农服
务资源，为农户提供收购交易、冷
藏服务、快速检测、植保服务、资
金互助、农资供应、信息服务、农
技服务八大服务。“农户在生产过
程中需要的农事服务，我们都能提

供。”杨年岳自信地说。
为减少病虫害发生，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农合联打造了统一的
植保服务平台。去年 11 月，镇农
合联举行了无人植保飞机喷洒农药
现场会。“今后，随着规模的逐步
扩大，植保外包势在必行，飞机喷
洒农药，不但节省人工，还能实现
农药减量，可谓一举多得。”大牌
头村蔬菜种植大户丁建章说。

农合联的资金互助平台，不但
在 农 户 资 金 短 缺 时 会 “ 雪 中 送
炭”，也能在农户扩大生产时“锦
上添花”。去年，大牌头村村民陈
达富扩大水蜜桃种植面积时急需资
金，从绿色蔬菜专业合作社资金互
助会得到了年息仅为 4.44%的贷
款。据长河镇农合联负责人介绍，
除资金互助会外，农户还可以通过
农户小额担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等方式获得贷款。

此外，长河镇农事服务中心还
不断优化信息服务，创建微信群，
第一时间将政策优惠、农业技术、
产品供求等信息传递给农户。同
时，为全镇10亩以上600余户种植
户提供短时强降雨、狂风、暴雪等
极端天气免费短信提醒服务，对大
棚种植大户提供大棚内小气候气
温、湿度等相关实时数据及技术建
议措施。“有了这些信息，我们能及
时了解市场行情，尤其是碰到极端
天气，可以尽早准备，避免损失。”
大牌头村蔬菜种植户王冬甩说。

发展高效农业的基础——
健全为农服务体系

以前，大牌头村村民种过棉
花，后来以种植蔬菜为主，持续优
化白毛豆、包心菜和西兰花“老三
样”品种，并不断引进蔬菜新品
种。人多地少的大牌头村，因地制
宜，紧跟市场发展脚步牢牢跟上市
场的节拍，努力走在高效农业的路
上。

“前些年，我们家种植的包心
菜是‘冠王’，去年引进了新品种

‘冬绿’。”王冬甩告诉笔者，“新品
种包心菜不但抗病能力强，而且亩
产提高了 20%左右。更关键的是，

‘冠王’的采收期 2 月底就结束了，
而‘冬绿’可以持续到 5 月份，避
免了扎堆上市导致菜价一落千丈的
局面。”

长河镇农办负责人告诉笔者，
近年来，在优化“老三样”品种的
同时，大牌头引进了附加值更高的
紫甘蓝和松花菜。“松花菜的外形
看似和白花菜差不多，但口味松
脆，更受消费者欢迎。今年春节期
间，松花菜的收购价最高时每公斤
7元。”

“跳出‘老三样’，向品种要效

益。”蔬菜种植大户丁建章说，“去
年，我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试种
大棚蚕豆获得了成功。这些蚕豆在
市场上卖到每公 斤 40 元 。” 丁 建
章 的 成 功 ， 是 个 鼓 舞 人 心 的 消
息 。“ 大 棚 种 植 的 蚕 豆 比 在 露 地
种 出 来 的 品 质 要 好 、 产 量 要 高 ，
亩产值在 2 万元左右。总结试种
经验后，村里今年计划进一步扩
大试种面积。”村委会主任丁家范
说。

市场对蔬菜的绿色安全的要求
越来越高，村里近年来推行无公害
蔬菜的种植方法。去年，大牌头村
批量制作性诱器，并安装到田间地
头，危害作物生长的害虫大为减
少。“生态农业建设刻不容缓，黄
板粘卡、杀虫灯技术等也将在今年
开始推广，这是市场的要求。”陈
雪锋说。

这些年，大牌头村引种水蜜
桃、“红美人”柑橘等水果，开始
向更高效益的农业“进军”。为发
展现代农业，大牌头村2017年投入
20余万元将全村耕地进行标准化农
田改造，对 3 米的田间沟渠全部进

行砌砍，大大方便了农户的日常耕
种和灌溉。下一步，将对田间道路
实施硬化，对田间桥路进行改造加
固，为大型农业机械进场做好准
备。

发展高效农业的关键——
紧跟市场发展脚步

大牌头村地处慈溪市长河镇

西北部，是长河镇中心村之一，

由原大牌头、六根头、七塘三个

自然村合并而成，区域面积3.1平

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 4617 人，

外 来 人 口 680 余 人 ， 农 户 1731

户，耕地面积 2600 余亩。村党总

支下设 3个党支部，现有党员 185

人。2017 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 4.2 亿元，村级集体资产 1.2 亿

元，人均收入 26000 余元，先后

获得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卫生

村、浙江省科普村、宁波市全面

小康示范村、宁波市生态村、宁

波市村落文化宫示范村、宁波市

水环境整治示范村、慈溪市文明

村等光荣称号。

大牌头村以农业生产为主，

主要农作物有白毛豆、包心菜、

绿花菜、青刀豆、大头菜等，同

时兼种葡萄、水蜜桃、柑橘等水

果作物。现有农业收购站三家，

其中以三星农业蔬菜有限公司为

龙头，其农产品远销日本、韩国

等海外市场。

大牌头村积极鼓励农户参加

各类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组织

化生产、专业化种植、规模化经

营的发展之路。同时，扶强扶壮

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由企

业、种植大户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充分发

挥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的辐

射带动作用，使农户的种植选择

多样化、市场化，实现农户增

收。 （何峰 整理）

本报记者 何峰 陈章升 慈溪记者站 邵滢

在三星农业车间内在三星农业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工包心菜工人们正在加工包心菜。。（（陈章升陈章升 何峰何峰 摄摄））

图为刚从地里收割完包心菜的大牌头村农民图为刚从地里收割完包心菜的大牌头村农民。。（（陈章升陈章升 何峰何峰 摄摄））

美丽的大牌头村美丽的大牌头村。。
（（陈章升陈章升 何峰何峰 摄摄））

图为大牌头村农民公寓图为大牌头村农民公寓。。（（陈章升陈章升 何峰何峰 摄摄））

图为大牌头村村民在家门图为大牌头村村民在家门
口编织草帽口编织草帽。。

（（陈章升陈章升 何峰何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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