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NINGBO DAILY区域纵深 2020年3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朱军备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仇丹娅

春日百花香，茶香最迷人。随
着气温逐步回升，我市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采茶季节。2 月 16 日,宁波
北仑孟君茶业有限公司茶园率先
开采,拉开了全市春茶生产的序
幕。

因疫情影响，有不少外地采茶
工不能及时赶来，如何克服季节性
的“用工荒”，各地政府和茶农有何
应对之策——

9万多亩早生茶陆续开摘
政企合力，应对用工荒

据了解，我市现有茶园面积
21.3 万亩，其中特早生、早生良种
茶园面积 9.28 万亩，占 43.6%，其
余为中晚生品种。可以说，春茶是
我市茶业的重中之重，有一半多茶
园春茶收成就是茶农全年的收成。

2 月 26 日中午，天色微阴。宁
海桃源街道西岙村山顶的妙云茶
场，60 多位茶农排队给刚采摘下
来的茶叶称重。茶场老板葛小芬
说：“这几天气温回升，茶芽抽得
快。”

往年这个时候，妙云茶场大致
有 100 个采茶工在茶园里忙碌，今
年到现在才来六成，大多数还是从
县内别的茶场“借”来的。

受疫情影响，采茶工难招成为
一个普遍现象。此前，葛小芬在周
边村庄找人手，无奈当地各大茶场
都在“抢”人，她只招来了十几个采
茶工。

人手不够，怎么办？葛小芬打
听到地处宁海深甽的天顶山茶场
从疫情低风险的新昌县招来了一
批工人。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天
顶山茶场茶叶采摘时间比妙云茶
场要迟 10 天左右，这批提前到岗
的采茶工暂时闲着。于是，葛小芬
就以“共享”的方式从天顶山要来
了 52 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2 月 28 日，50 多名采茶工在福
泉山茶场采摘最早一批“乌牛早”。
开工 4 天来，采茶工一天劳作 8 个
小 时 ，鲜 叶 采 摘 量 在 100 公 斤 左
右。

在东钱湖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福泉山茶场安排专人持复工证明
前往安徽淮南，分两批包车接回
50 多名采茶工。接下来，茶场还将
采取包车方式，从安徽、江苏、江西
等疫情低风险地区，接回 200 余名
采茶工。

市农业农村局林特科技推广
中心高级工程师韩震告诉笔者，截

至 3 月 1 日,全市备案和申请备案
复工茶企已达 143 家,北仑、宁海、
余姚、鄞州、象山等我市重点产茶
区春茶已陆续采摘，开采茶园面积
2 万亩,生产春茶 15.4 吨。预计到 3
月中旬，全市 9.3 万亩早生茶进入
采摘旺季。

“共享采茶工”“机器换人”
茶叶大县宁海多措并用

宁海是我市的重点产茶区，茶
园面积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70%
左右的采茶工来自县外。为应对工
人短缺，宁海政府和茶企纷纷行动

起来。
桑洲镇利用宁海、三门、天台

“三地共治”机制，联合三门县沙柳
街道、天台县泳溪乡，三地共享防
疫信息，统一简化采茶工入职手
续，打通三地人员往来渠道，由茶
企负责做好外来采茶工核酸检测，
检测合格后加入“甬行码”。

镇政府为茶场核酸检测提供
一半补助资金，并帮助协调防疫物
资采购，到外来采茶工较为集中的
茶场进行上门体温测量和场所消
毒。目前，该镇 18 家茶企已招收到
500 余名外来采茶工。

在春茶采摘时间相对较迟的
深甽镇，镇政府专门组建了“采
茶帮忙团”，2 名农技员与 5 名党
员干部帮助指导茶场复产工作，
提前明确茶叶采摘人员、采摘组
织 者 、 茶 叶 加 工 企 业 的 防 控 措
施。目前，已有 16 家茶场及种植
户完成审核备案。

在茶院乡，当地政府一方面积
极鼓励农村空闲劳动力参与采茶
培训，另一方面引导茶农、茶企、合
作社互帮互助，采取“错峰采摘”，
让工人“流动”起来。东南溪村村民
李月珍原先在该村茶叶基地干活。
一星期前，她接到老板陈昌庭电

话，推荐她到毛峰玉绿茶厂采摘春
茶。茶院乡已有五家茶厂采取这一
办法，调剂了百来名工人。

“疫情当前，机器换人也是一
条出路。”深甽镇太阳山茶场李巧
红种植了 220 多亩茶叶。今年，她
早早开始谋划，积极调整生产方
式，最近新采购了 3 台炒茶机器，
尽可能减少使用人工。在深甽镇农
办的指导下，她已经做好了一系列
的防疫措施。一份 2000 多字的复
工“方案”覆盖采摘、收购、加工、运
输等茶叶生产的全过程。

胡陈乡国元抹茶基地负责人
国建伟购买了 8 台采茶机，用机械
化采摘代替部分人工。“原先需要
300 名工人，现在估计 40 名就够
了。”国建伟表示。

茶叶专家靠前指导
茶农开发新品拓市

连日来，宁波市农业农村局茶
叶技术小分队深入海曙、鄞州、宁
海等地的重点茶叶企业，了解生产
情况。

根据今年春茶生产实际和市
场需求，按照“前期减产后期补、头
茶减产二茶补、绿茶减产红茶补、
高档减产中档补”的策略，茶叶专
家指导茶企积极调整茶类生产结
构，鼓励茶农茶企通过微信、淘宝
和京东等网络平台开展线上交易，
降低疫情对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宁波望海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炜表示，公司即将开始毛
茶收购，收购价格与去年基本一
致，收购量也不会少于去年。余姚
十二雷茶业有限公司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拓宽销售渠
道，确保茶叶产得出，销得掉。

我市部分茶企积极开发多茶
类产品，拓展新市场。浙江可耐尔
食品有限公司推出了不同茶类的
便利速溶茶，可满足年轻人快速便
捷消费的需求。海曙五龙潭茶业有
限公司复工三天就成功研制出浙
贝润肺茶等多款新产品。

记 者 余建文

上周三中午，奉化区首对双拖
外海渔船浙奉渔 22026 号和浙奉渔
22036 号完成复工备案，在莼湖双
山码头起航，开赴东海渔场开展作
业。“疫情对外海捕捞作业影响非
常大，比往年延后了近一个月才出
海。”船老大沈友海说，得开足马力
生产，尽可能多挽回点损失。

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
我市的渔业生产影响巨大。直到上
月下旬，沿海重点渔业乡镇才逐步
加快复渔复产的脚步。

疫情防控关键期，海捕渔业、
水产养殖如何渡过这段异常困难
的“非常时期”？日前，记者来到象
山、奉化等地的渔村和水产养殖基
地，倾听渔民的期盼和需求。

奉化莼湖街道有 700 多条外海
捕捞渔船（渔业船），占到全市的近
三分之一。在这场疫情中，这些海
捕主力军遭遇“重创”，到上月底才
出海 100 来条船。“缺人是最大的难
题，很多外省籍船员还在观望。”街
道农办主任袁柳杰告诉记者，桐
照、栖凤两个渔村的外地籍船员有
2000 多人，现在回来的、符合上船
条件的也就几百人。

相较陆地上的种植业，渔船作
业环境封闭、狭小，防疫把关要严
格得多，不允许有一点闪失。栖凤
村外海书记沈益忠说，很多船老大
顾虑重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算今天出海作业，一旦船员有个
发热咳嗽的，不管是不是得了新冠
肺炎，整条船就得回来，人员隔离、

船只被“封”，那这个损失就不得了
了。

影响渔船出海作业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是市场。防疫形势下，消
费力下降，市场交易低迷，鱼价就
起不来。春节前后，是带鱼、小黄鱼
旺发、价俏季节，现在捕捞的旺季
已过。沈益忠说，现在渔船的支出、
油料、人工开支是大头，市场没“转
暖”前，渔获物大部分送进了冷库，
卖不上好价钱，像小黄鱼批发价只
有往年的一半，“辛苦出海作业，结
果白忙活，挣不到钱。”

渔业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打
造 一 条 36 米 长 的 标 准 渔 船 要 近

400 万元，没有产出，资金链就会受
影响。桐照村船老大邢达干说，他
的船是新打的，每月要付 1 万多元
的银行利息，还是要靠生产“转”起
来。“非常时期，银行最好对我们还
贷宽限期延长些，不要列入‘黑名
单’。”

为摆脱困境，奉化区农业农村
局与属地街道想了各种办法，帮助
尽快复渔促产。一方面是主动出击
招人，前几天通过包车，把 20 多名
船员从陕西安康接回来。莼湖街道
包下了当地的丽都大酒店，100 多
名外地船员免费吃、住，健康检查
合格的，尽快复工。对新招募的船

员，实施快速培训。另一方面，对已
出海的渔船重新编组，以前一个编
队 20 多条船，现在缩小规模，“小集
团”作业，既保障安全，也有助于提
高产量。“我们尽量做足准备工作，
期盼市场回暖。”袁柳杰说。

与海洋捕捞相比，水产养殖恢
复状态就要好很多。上周，裘村、松
岙沿海一带的南美白对虾大棚养
殖基地已陆续投放今春头茬虾苗。
松岙镇的豪鑫水产养殖场有 300 亩
温室大棚，首批放虾苗 500 万尾。养
殖场负责人徐夏军说，疫情的暴
发，使得原来的生产计划延后了 10
来天，物流打通后，饲料、燃料的供
应问题都逐一解决了，技术人员也
都到位，“就是虾苗采购，没条件做
检测，得边养边看。”

而在象山港的另一侧，位于
象山县贤庠镇的宁波甬港水产种
苗科技有限公司里，员工正忙着
打包、装车，将新育出的罗氏沼
虾虾苗发往外地。在现场，记者
碰到了四名来自嘉兴的采购商，

“这里的苗质量好，往年我们从湖
州进苗，今年决定买象山的。”

甬港水产是全市唯一的罗氏
沼虾育苗公司，从去年 12 月底起，
公司就一直忙着生产、育苗，至今
没停。公司负责人朱东敏说，现在
种虾也是自己繁育的，首批 5000 万
尾虾苗已销往上海、江苏等地，今
年市场前景不错。

田野里，油菜花已吐露金黄。春
的脚步近了 ，渔区人民 满 心 期 盼
疫 情 早 日 消 散 ，迎 接 市 场 的“ 春
天”。

渔民：抱团克难，期盼市场的“春天”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牟佳佳

受疫情影响，种菜大户受损情
况如何？他们有何需求？下一步有
何打算？

2 月 27 日上午，笔者来到鄞州
姜山镇虎啸漕村，通过村口体温检
测后，来到鄞州区农乐果蔬专业合
作社。放眼四望，河对面的一片麦
苗长得绿油油的，河边菜花开得金
灿灿。但蔬菜大棚静悄悄的，有上
千亩农田的合作社里，没有多少农
户在劳作。

正在大棚里用拖拉机翻耕的合
作社理事长叶圣鸟说：“外地人大多
数还没有回来，正愁劳动力呢！”

成立于 2008 年的农乐果蔬专业
合作社主要经营大棚西瓜，以及小
白菜、青菜、土豆、莲藕、玉米、
西葫芦、小葱、西蓝花、莴苣笋等
蔬菜，现有社员 105 名。合作社采
取超市、基地、农户产供销一条龙
生产经营体系，承包果蔬面积 1300
亩，是国家级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

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叶圣鸟
个人承包了六七百亩土地，雇用十
来名长期工。今年春节前几天，合
作社每天向加贝、新江厦等超市以
及批发商提供青菜、五号菜、莴苣
笋等六七吨。

但到正月初八九时，受疫情影
响 ， 宁 波 的 蔬 菜 批 发 商 不 再 接 订
单，加之气温升高，叶圣鸟的数十
亩 已 成 熟 的 西 蓝 花 一 下 子 卖 不 出
去。“总数五六万公斤的西蓝花长了
薹，前些天只能耕掉，损失大啊！”
叶圣鸟无奈地说。

行走在农场里，有些大棚内还
有一些青菜、莴苣笋待收，有些大
棚 内 的 蔬 菜 已 收 割 ， 土 地 正 在 平
整，还有一些大棚刚种下番茄秧。
而有些大棚只有钢架，顶上没有塑
料薄膜覆盖，这是什么原因？

据 了 解 ， 由 于 姜 山 镇 地 势 较
低，前些年台风常常造成农田进水
受淹。2017 年“海葵”台风时，笔
者曾来到这里采访，当时他们 1000
多亩农田全部受淹，其中 500 亩大
棚损坏，西瓜、蔬菜绝收，经济损
失四五百万元。叶圣鸟说，“前年，
政府出资 500 多万元，修筑了防洪
围堰，此后的几场台风都没有让农
田 受 淹 ， 但 是 风 的 影 响 没 办 法 改
变，大风刮倒了不少塑料大棚。”

疫情对农场造成的主要困难是
用工。部分员工春节前回山东、云
南、乐清等地过年去了，因高速大
巴未通，直到笔者采访时，他们尚
未返回。而农场里的西瓜秧已长得
很高了，需要马上种下去；新一茬
的蔬菜需要马上补种；水稻育种也
要尽快开始，在慈溪还有几千亩海
涂需要种早稻。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农 时 不 等
人 。 如 何 克 服 眼 前 用 工 不 足 的 困
难？叶圣鸟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
出 高 工 资 请 当 地 村 民 前 来 当 临 时

工，前些天已有六七名本地人来农
场劳动；二是增添机械，提高生产
效率，前几天出资 6 万元购进了一
台中型拖拉机，可用于大棚内土地
翻耕。

针对防疫保供应的需要，最近
有 关 部 门 出 台 了 切 实 保 障 “ 米 袋
子”“菜篮子”的扶持政策。这让叶
圣鸟增强了信心，他说，“最近要加
快速度补种一批叶菜，争取四月份
能上市。西瓜秧也要快点移栽好，
争取六月份可以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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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大地四明大地““闻闻””茶香茶香
我市政企合力破解采茶我市政企合力破解采茶““用工荒用工荒””

【编者按】农业、林业、渔业都是季节性非常强的行业，农时错一时，可能就会错过一
季。当前，在疫情形势趋缓后，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确保“米袋子”

“菜篮子”供应充足?近日，本报记者上茶山、下渔村、进农场，问茶农、问渔民、问菜农，倾
听基层生产者的呼声——

宁海春茶开采。（深 宣）

莼湖街道帮助渔船招工，包下酒店安排外地船员入住。图为
工作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余建文 摄）

留守的农场员工在收割青菜。 （朱军备 摄）

叶圣鸟用新购买的拖拉机耕地。

东钱湖福泉山茶场。 （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