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NINGBO DAILY66
20202020年年22月月2626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陆陆 旻旻

行走基层行走基层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惠晓阳

2 月 23 日，阳光正好。在宁
海长街镇新南村养殖塘，戴着口
罩的蛏农弯腰弓背，挥动小锄头
挖蛏子。

徐 光 撑 从 事 挖 蛏 已 有 十 多
年，他从筐里捡起一个刚挖出来
的蛏子，擦去壳上的泥，仔细看
了一圈，顺手掂了掂，“今年的蛏
子虽然存了一个春节，但肉嫩，
个头大。”

长街是“中国蛏子之乡”，蛏
子养殖面积 2.7 万亩，当地从事养
殖 、 捕 捞 、 销 售 的 村 民 达 7000
人，每 10 个长街人中就有 1 个人
的收入与蛏子有关。每年春节期
间，正是当地蛏子上市季节。受
疫情影响，今年本该 1 月下旬开
挖的蛏子，拖到 2 月中旬才重新
开挖。不少养殖户遇到滞销、资
金周转不畅等难题。

一个上午忙碌下来，徐光撑
等 50 多个蛏农就挖出了 2500 多公

斤蛏子，一排排黑色篮筐里铺满
了壮实的蛏子。

“原 本 对 接 的 温 州 、 温 岭 市
场，因为这次疫情影响，都不开
放了，我塘里积压了近 4 万公斤
蛏子。”徐光撑养殖了近 60 亩的
蛏子，心急如焚的他第一时间告
诉了下村排摸情况的长街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

蛏 子 是 长 街 百 姓 的 “ 金 饭
碗”，蛏农的复工问题引起了当地
政府的高度重视。长街镇成立工
作专班，召开专项部署会，组织
农技专家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全
面排查各村养殖户滞销的水产品
数量。

“我们召集养殖和购销大户开
会，一起商讨用工和销售之策。”
据长街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
钟剑永介绍，他们依据市场开放
程度，与上海、福建等地的购销
大户取得了联系。

与此同时，长街镇自主研发
了长街蛏子购销平台，利用线上
平台开拓散户市场。“开通了‘长
街味道’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蛏

子、泥蚶等长街味道，让消费者
通过网络购买到长街特产。”长街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县里金融机
构还出台贷款延期等惠农政策，
确保农户有资金购买到蛏苗，挖
蛏养蛏两不误。

“幸好政府帮忙，我们才打开
了 销 路 ， 这 些 蛏 子 准 备 运 往 福
建、上海等地。”新南村党支部书
记王正龙说，从 2 月 16 日开始，
村里每天都组织 50 多个村民下塘
挖蛏，现在挖都来不及。

一市镇积压的蛏子在 500 吨
到 800 吨之间。缆头村养殖户陈
德培说，如果 4 月前不能出货完
毕，会对新一季的蛏苗播种带来
影响，导致养殖周期严重滞后。

一 市 镇 政 府 积 极 对 接 三 门 、
天台等地市场，同时通过天猫、
食 享 会 等 线 上 平 台 ， 售 卖 水 产
品。仅食享会平台，2 月 18 日下
午就助销了 6000 公斤蛏子。

一市镇还帮助养殖户建立健
康信息，办好相关证明手续，打
通 甬 台 温 及 福 建 等 地 的 物 流 关
卡，确保水产品运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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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峰

2 月 23 日上午，阳光明媚。孙
永涛将 4 盒草莓放在慈溪虞波花园
门口，然后打电话通知客户，看着
她把草莓提走，他才赶往下一个送
货点。“非常时期，亲眼看到消费
者把草莓提走才放心。”孙永涛说。

孙永涛是慈溪市坎墩农业园区
慈壹佳果蔬农场负责人，他种植了
20 多亩草莓。“以往，都是客户上
门来采摘。疫情发生后，销售受到
一定影响。”孙永涛说，目前主要
通过线上接单和点对点配送，把草
莓销售出去。“也有上门来采摘的
客户，但很少。大家的防护意识很
强，一个大棚每次只进去两三个
人，而且必须戴口罩。”孙永涛说。

紧跟时代潮流的孙永涛，去年
开通了抖音号，如今已有 1 万多名
粉丝，他经常将自己劳作的场景和
搞怪的短视频推送给粉丝。“很多
是铁粉，经常买农场的产品。借助
新媒体，我和消费者有很好的互
动。”如今，孙永涛的微信朋友圈
和抖音号已成为农场重要的线上销
售平台。

几年前，孙永涛购入机器制作
草莓干。“快下市的草莓不值钱，
我就想着能不能通过深加工增加附
加 值 。 没 想 到 草 莓 干 非 常 酥 脆 ，
300 元 一 公 斤 ， 吃 货 们 很 喜 欢 。”
孙永涛说，由于工艺的问题，草莓
干制作过程需要好几天，用电成本
居高不下。疫情的发生，坚定了他
进一步做好农产品深加工的决心。

春节期间，他一直琢磨着如何改进
工艺流程，进一步降低成本，让更
多的消费者吃上草莓干。

“春节前后本是草莓销售最火
爆的时候，疫情的发生让我措手不
及。虽然销售不成问题，但价格跌
下来不少。”陈欢祥是阿欢草莓园
艺场的当家人。阿欢草莓园艺场
位于镇海骆驼街道朝阳村，离中
心 城 区 很 近 ， 加 之 草 莓 质 量 不
错，早已声名在外。“这阵子上门
采摘草莓的游客没有了，销售基
本靠老客户自己来拿货。”陈欢祥
告诉记者。

阿欢草莓园艺场和慈壹佳果蔬
农场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农场，规模
也较大，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客户
群，草莓销售受疫情影响不大。而
部分规模不大的种植户，受到的影
响则不小。“受疫情影响，春节前
后水果店不营业，草莓一下子滞销
了。加之村庄道路的一道道‘卡
口’，送货也非常不方便，进一步
影 响 了 销 售 。” 奉 化 一 个 种 植 户
说，“目前主要靠零星销售，售价
也比较低。”

在规模较小的草莓种植户和市
场之间，活跃着一批“经纪人”，
网名为“松鼠果”的小宋就是其中
一员。“经纪人”的手机里有大批
的 团 购 群 ，“ 我 联 系 好 社 区 团 购
群，从镇海和奉化的种植户那里拿
草 莓 ， 负 责 接 单 和 送 货 。” 小 宋
说。这阵子，他一直很忙碌，开车
往返在市区各大小区和草莓种植基
地之间。

草莓销售

东方不亮西方亮

记者 余建文

上周六，在象山泗洲头的暂养
基地，宁波弘鑫水产养殖公司负责
人倪卫国组织工人将一筐筐梭子蟹
从池子里抬出来，装上专用的活水
车里，运往天津市场。这批蟹总共近
4000 公斤，“最近蟹价虽然有所反
弹，但波动很大，前后隔一两天，每
公斤上下浮动 20 元。”倪卫国说。

象山是“中国梭子蟹之乡”，
全县养殖面积近 6 万亩。本来，每
年 12 月底至次年 3 月初是养殖梭子
蟹上市的旺季，主攻春节市场，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养殖
户挨了“当头一棒”。

倪卫国有 500 余亩蟹塘，同时
又是象山最大的梭子蟹购销大户，
担负全县近 40%养殖蟹的外销重
任。老倪说，春节前膏蟹塘头批发
价高的每公斤 280 多元，“但随着
疫 情 暴 发 ， 市 场 突 然 ‘ 停 顿 ’
了”，餐馆纷纷退订，批发商也不
来拿货，加上封道，没办法运出
去，蟹价遭遇“腰斩”，交易量降
到正常年份的一成左右，“一笔单
子就要损失上百万元”。

象山的蟹塘采用蟹、虾 （小白
虾）、贝 （蛏子） 混养模式，年产
养殖梭子蟹 150 万公斤至 200 万公
斤。作为高档海鲜，其消费市场一
直“两头在外”，南方温州、福建
一线占大头，北方是天津、沈阳一
线，供应高级酒店和婚宴场所。但
这种传统的“大进大出”模式在外销
通道被卡、市场急剧降温时，几乎无

“还手能力”。另外，本该起捕的蟹大

量压塘卖不掉，养殖户还要继续投
喂饲料，又增加了一份负担。

“不仅是象山，像舟山、台州这
些梭子蟹重点养殖区，都碰到同样
问题。”象山县水利与渔业局渔业产
业科陈挺科长介绍，面对市场困境，
除了政府部门帮助尽力打通外销渠
道，也要养殖户“自己挺住”。县水产
技术推广站 10 多名技术人员多次
下乡到塘头，指导农户养殖，保存力
量，同时发挥象山梭子蟹产业联盟
优势，掌握价格和订单变动情况，及
时对接客户，县里还想尽办法，先后
办出 40 多本通行证，把蟹卖出去。

“ 传 统 大 宗 批 发 模 式 太 过 单
一，在这非常时期，需要考虑如何
多条腿走路。”陈挺说，目前象山
梭子蟹 40 多名购销大户中，也有
个别尝试做电商的，比如像“透骨
鲜”海鲜平台这种，或做成咸蟹
卖 ， 但 销 售 量 很 少 。 倪 卫 国 说 ，

“养殖梭子蟹必须是活蟹供应才能
卖高价，现在还无法做到像大闸蟹
这样的礼盒装，通过电商、网络平
台来销售，存在诸多技术难题。”

自上周三起，随着高速公路的
“解封”，象山梭子蟹外销通道终于
打通。这几天，一南一北两条通道
平均每天销售 2 万公斤的蟹，膏蟹
塘 头 价 也 反 弹 到 每 公 斤 150 元 左
右。趁着市场稍有回暖，经纪人忙
着组织货源，赶紧出货。据初步统
计，高速开通三天，外销梭子蟹已

“走掉”五六千亩，在塘的还有 3
万余亩。倪卫国说，要赶在母蟹大
批量抱卵前尽快出货，预计到 3 月
中旬基本能卖完。

象山梭子蟹

“走南闯北”避“寒冬”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张裕定

砻糠雷笋是宁波市民过年餐桌
上必备的食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砻糠雷笋售价大幅下降，
销售渠道被阻断，笋农“遭遇寒
冬 ”。 在 中 国 雷 笋 之 乡 的 奉 化 溪
口，有 2 万余亩雷竹田，上千户笋
农为此一筹莫展。虞如坤是奉化区

竹笋产业农合联理事长，他告诉笔
者，春节前原本批发价每公斤 22
元的笋，最低跌到 11 元，还没人
要，“因为收购商进不来，仅靠周
围菜市场，销售量远远不够，雷笋
积压严重”。

春节前后，雷笋旺发，平均每
亩笋田每天能采收 30 公斤至 50 公
斤雷笋。雷笋天天在长，如不及时

采收、卖掉，等笋长高、变老就一
文不值，笋农心急如焚。而另一方
面，山里的雷笋却难以运进城，城
市居民吃不到鲜笋。

如何解决“两头不着落”的难
题？奉化采取化整为零、点对点配
送等多种方式，为雷笋下山进城开
辟通道。从 2 月中旬起，很多镇、
村 （社区） 干部主动当起了“经纪
人”“跑腿员”，帮助笋农卖笋。溪
口镇副镇长唐超波家住鄞州，他在
小区群里“吆喝”卖笋，将每户居
民求购信息与笋农直接对接，用私
家车装笋，按户分送，前后 4 次帮
虞如坤卖了 700 多公斤雷笋。在大
堰，联村干部倒贴油钱，帮农户将
笋运到山下市场销售。

奉化区农业农村局产业科王明
亚科长告诉笔者，在把牢防疫关的
前提下，区里为雷笋下山办理临时
通行证，“同时开辟网购平台，主
动 对 接 需 求 ， 送 货 进 小 区 、 单
位。”奉化区建起微信“保供群”，
包括雷笋在内，全区 40 余个农产
品基地直接与菜市场、超市以及消
费者对接，笋农们也普遍使用微信
进行一对一促销。溪口农产品经纪

人毛位明说，“我们经过网上联系
订单，把雷笋一包包分好，放在小
区门口让居民自取，虽然麻烦点，
但销售量很快上去了，居民也方
便。剩下有多的，再送到菜市场摊
位销售。”

非常时期，农合联在帮助卖笋
上，显示出抱团协作的力量。奉化
雷笋的主力消费市场在宁波、舟山
等中心城市，前段时间因为各地设
了卡点，运输通道不畅，雷笋无法
外运。区竹笋产业农合联多方奔
走，与省交通厅联系，从 2 月 4 日
开始陆续办出 20 多张农产品保供
应通行证。运输“堵点”打通，大
批雷笋顺畅进入城市各大菜市场。

据悉，随着高速公路全部开
通，现在奉化区竹笋产业农合联的
20 多个销售大户每天将 10 多万公
斤雷笋销往长三角地区，批发价
也回升到每公斤 16 元左右。“市
场环境变了，销售模式也要跟着
变才能活下来。”虞如坤说，疫情
防 控 下 的 “ 销 售 战 ” 还 在 持 续 ，

“通过网络订单，我们经纪人跟超
市、大单位直接挂钩，增加了一
批新客户，这也是新收获。”

奉化雷笋

“点对点”直送破“堵点”

泗洲头养殖户在蟹塘捉蟹泗洲头养殖户在蟹塘捉蟹。。

24 日 晚 上 7 时 多 ，
奉化溪口银龙笋产业合
作社负责人虞如坤与妻
子一起，还在奉化大成
市场批发卖雷笋。“最近
企业有序复工，部分餐
馆营业了，雷笋销量也
在 回 升 ， 每 天 能 卖 出
2000公斤笋。”大半个月
一直为卖笋难而困扰的
老虞，紧锁的眉头终于
舒展了。

长街新南村蛏农在养殖塘挖蛏子。（尤才彬 摄）

孙永涛在农场采摘白草莓孙永涛在农场采摘白草莓。。（（李宣李宣 何峰何峰 摄摄））

笋农把笋农把雷笋打包雷笋打包，，送往订户所在小区送往订户所在小区。。（（张裕定张裕定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虞如坤正在挖笋虞如坤正在挖笋。。（（张裕定张裕定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