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温暖的大棚里，

一颗颗红宝石般的果子掩映在

叶子下。一年一度的草莓季

如约而至。

宁波是浙江省草莓主产

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大

棚草莓在奉化、慈溪、余

姚、鄞州、镇海等地栽种广

泛，并成为我市都市精品农

业的一个代表品种，也是产地

农户重要的“钱袋子”。

随着近年来电商的发展和农产

品大流通的市场环境变化，来自市外、

省外的草莓开始频频叩击宁波消费市场的大

门。本地草莓如何引进新品种和新“基因”，保持产业优

势、拓展市场？怎样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做长做强草

莓产业链？日前，笔者走进有“中国草莓之乡”美誉的

奉化尚田，与农户、农技专家一起探讨草莓产业的升级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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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位 观 众 朋 友 ， 你 们 好
啊。说起史丽琴可能人们有点陌
生，但说起‘姚江女’，在余姚
志愿服务领域可以算是众所周知
⋯⋯”近日，由余姚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舜江快播”网络宣讲栏
目推出“余姚好人”系列主题宣
讲视频，在“余姚微理论”等微
信公众号上刊播。

在五六分钟的短视频中，主
讲人魏东围绕“余姚好人”的事
迹，将北方评书的风格融入方言
故事讲述当中，用生动幽默的语
言，潜移默化地将文明崇德的理
念 传 递 给 观 众 。“ 听 阿 东 讲 大
道，讲讲么有趣，想想么感动，
那些楷模的故事都很激励人，传
递满满的正能量。”长安社区工

作人员唐丽丹表示，楷模事迹通过
讲大道、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
多了一丝接地气的味道，更让人感
同身受。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文明崇
德的价值观“飞入寻常百姓家”？
余姚在不同方面做出努力，搭建宣
讲平台、培育宣讲队伍、打造宣讲
品牌，不断推动党的好声音、新思
想在四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在此过程中，余姚坚持“大道
理请‘土专家’来讲”原则，挑选
一批理论素养高、基层宣讲经验丰
富的“宣讲名嘴”“草根明星”，充
分发挥他们植根于群众、善于运用
群众语言的优势，把复杂枯燥的理
论术语转化为简明生动的乡言俚
语，发民声、说民事、讲民理。这
些接地气的宣讲名师注重把党“想
说的”和人民群众“想听的”结合
起来，使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活”

起来、“乐”起来、“动”起来，用
乡音乡情、群众语言、走心故事宣
讲 的 “ 大 道 理 ”， 乡 亲 们 都 愿 意
听、听得懂。

省十大(基层)优秀宣讲员、省
基层宣讲名师赵永焕，理论宣讲经
验丰富，他善于以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的形式，把复杂的理论术语转
化为生动的群众语言。在最新一期
的“舜江快播”子栏目 《老赵讲理
论》 中，赵永焕围绕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用小载体讲清大道
理，用小角度阐释大观点，用小事
例回答大问题，接地气、聚民气，
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引起了强烈
反响。

阳明社区老党员熊孝海一边专
心听课，一边仔细做笔记，笔记本
上写得满满当当。“赵老师的宣讲
生动形象，语言活泼，道理简明，
解读精辟，加深了我对五中全会精

神的认识和理解。”熊孝海表示，
这种宣讲形式好，大家听得懂、记
得牢。

为了让理论宣讲工作与时俱
进、跟上时代步伐，余姚在网络宣
讲上颇费一番苦心，从如何用好新
媒体平台、占领网络阵地制高点的
角度，做出一系列探索，让党的创
新理论切切实实地“飞入寻常百姓
家”。他们利用电台、电视台、微
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介平台，积极阐
释党的创新理论，使基层党员群众
处处可看、时时可学，实现多维度
的理论供给，从技术上、空间上解
决理论宣讲对接基层党员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现在方便多了，足不出户就

可以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我一有时
间就会看上几段。”在四明山腹地
的四明山镇大山村，老党员唐永忠
对此深有体会。以前由于地处山

区，系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总有诸
多不便，聆听现场理论宣讲的机会
更是屈指可数。如今只要一台智能
手机，通过网络就能随时收看党课
宣讲视频。“这极大地激发了基层
党员学习的积极性，让我们可以更
及时地跟上党的最新理论思想。”

唐永忠表示。
截至目前，“舜江快播”已推

出 “ 老 赵 讲 理 论 ”“ 谢 老 师 讲 故
事 ”“ 草 根 讲 新 事 ”“ 初 心 讲 堂 ”

“阿东讲老人”5 个子栏目，已播
出微视 （音） 频 300 余个，累计点
击量逾 5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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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田草莓多年来一直不
愁卖，但我们不能光着眼于宁波市
场，小富即安，要有危机意识。”
奉化区草莓产业农民合作经济联合
会负责人宋小赞说。

宋小赞所说的“危机”，是市
场环境变化对草莓产业提出的新要
求 。 这 几 年 ， 安 徽 、 山 东 等 地 ，
包括本省的建德，大力发展草莓
种植，并通过大型商超等渠道逐
渐 向 宁 波 市 场 延 伸 。 另 一 方 面 ，
余姚、象山等地草莓产业也发展
迅速，新品种不断涌现。面对市
场竞争新态势，奉化草莓仅以单
一的“章姬”品种应战，未免有
些“势单力薄”。

日前，围绕奉化草莓如何补链
强链、进一步做强做大主题，尚田
街道邀请农户代表、农技专家以及
区供销社、农业农村局等单位负责
人汇集一堂，“搭脉问诊”。

“‘章姬’草莓香滑味甜，确

实好吃，但因为果肉太软，存在运
输难、保存时间短的问题，不利于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长途销售。”有
着多年农村电商经验的宋小赞这样
说。她告诉笔者，尚田草莓比起口
感脆甜的建德草莓，零售价每公斤
要高 6 元至 8 元，比北方草莓更要
贵三分之一，网上销售没优势，因
此只局限于宁波市场一块，省外销
量 几 乎 为 零 ，“ 奉 化 草 莓 要 走 出
去、在全国打开知名度，需要引进
更多品种，丰富产品线，提高性价
比”。

奉化区高级农技师俞庚戌说，
一家一户精耕细作模式是把“双刃
剑 ”， 草 莓 的 单 位 产 量 是 提 上 去
了，但基础设施简陋，难以统一管
理、规模种植比重低的短板也很明
显。目前，奉化草莓单户种植面积
普遍在一二亩，10 亩左右的已经
是大户了，规模化生产形不成，新
技术就很难推广。另外，草莓种植

户老龄化严重，对新品种引种热情不
高。“接班”的年轻人不足，不利于
产业的长远发展。

下王村种植大户王春平提出，奉
化草莓不仅要打名气，还要统一包
装，提升形象。现在礼盒包装农户自
己设计，五花八门，能不能统一？对
草莓单果重量、草莓成熟度等有一个
标准来限定，“最好每个基地有一张
图来表明草莓是不是达到最佳赏味
期，品相有没有受损，做到更加精准
销售，高品质卖高价。”

草莓运输保鲜难题也需要新手段
来解决。目前，草莓要靠人工一个一
个地套袋包装，仅包装费就要 15 元
一箱，如果通过顺丰长途运输，还要
再加 30 多元的运输费，成本太高。
有农户建议，最好由政府出资建造冷
库，在三四月份草莓大量集中上市的
时候，先冰冻一部分，等紧缺时再拿
出来销售，以平抑市场供给，提高莓
农收益。

面向供给侧 期待新突破

“草莓是尚田一张响当当的名
片。我们要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好，
让 小 草 莓 给 农 户 带 来 更 多 的 收
益。”尚田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维斌
对尚田草莓给出 4 个方面的建议：
培育精品、创新营销、拉长产业
链、政策支持。

精品培育，一方面要保持现有
“章姬”草莓的品质优势，一方面
要积极引育新品种。在冷西村的试
验大棚里，笔者看到陆续引进试种
的“隋珠”“小白”“梦妃”“白雪
公主”等新品种。莓农宋宣叶家
大棚里种植了宁波市农科院的新
品“梦晶”，长势喜人，鲜果售价
每 公 斤 200 元 。 宋 小 赞 说 ，“ 梦
晶”呈粉红色，果型椭圆，香气
浓郁，口感脆甜，有望成为新的
当家品种。

“要多发展样子好看又适合采
摘的新品种。”市农科院生物所副

所长沈岚认为，现阶段，通过政
策 引 导 ， 鼓 励 适 度 规 模 化 种 植 ，
比如一家农户种 10 亩至 15 亩，这
样有利于进行高位栽培、立体栽
培，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控制技
术，将大大提升草莓的产量和品
质。

农业提质，设施进步是重要
一环。今年，奉化区推出新的农
业扶持计划，比如莓农改造设施
大 棚 ， 政 府 不 仅 给 予 政 策 补 贴 ，
还可以列入“五新”项目，享受
全贴息的“红利”。区供销社负责
人表示，将积极对接农资公司和
农商银行，为莓农争取更多贴息
资金，缓解农户资金难题。区草
莓产业农合联将发挥好农户与政
府 的 桥 梁 作 用 ， 做 好 生 产 、 供
销、信用方面的服务以及“老中
青”三个梯队的过渡和衔接，让
草莓事业“后继有人”。

作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尚田
街道实施新的产业规划，重点打造
富硒草莓文创园、草莓三产融合示
范区，把草莓种植、深加工以及文
旅 几 大 块 融 合 形 成 产 业 链 。 目 前 ，
在冷西村，“冷西小栈”、草莓综合
服务中心等设施已经建成投用；孙
家村莓好农创园新建了 1000 平方米
旅 游 接 待 中 心 ， 游 客 既 可 采 摘 鲜
果、购买农副产品，还能品尝农家
美 食 ， 体 验 乡 村 生 活 的 乐 趣 。“ 以
前，每到四五月份草莓旺发期，鲜
果 才 几 元 一 公 斤 ， 农 户 面 临 销 售
难。”竺裕达说，街道通过发展深加
工，实现“接二连三”，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难题。去年，宁波奔野奉桃
酒业有限公司的果酒生产线投用，研
制蒸馏酒系列甬宾草莓酒和甬宾蜜桃
酒。今年收购草莓 3 万多公斤，明年
收购量将翻一番，计划酿制草莓酒
5000 箱，年产值将达 700 万元。

发展产业融合 做强草莓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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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尚田冷西村的村民
开始今年第一批草莓的采收。临近
中午，村民宋大姐拎着一大桶刚采
收的草莓，从大棚出来，准备分拣
包装好，给客户送去。“冷西地处
山坡，草莓要比平原地区晚采收一
周左右。今年入秋气候偏暖，草莓
长势不错，果子个大味甜，眼下批
发价每公斤 60 元，比往年同期高
了 10 元。”宋大姐笑吟吟地说。

在宁波，说起草莓，以奉化草
莓的名头最为响亮，而尚田又是奉
化草莓的核心产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尚田就有农户零星
种植草莓。在尚田，草莓专家吕鹏
飞被农户尊称为“草莓之乡”的

“袁隆平”，他是尚田草莓发展历史
的见证者和引领者。1992 年，当
时还是镇农技员的他拿自家房子做
抵押，从银行借了 15 万元，帮助
农户盖棚引苗种草莓，第一年就发
展了 100 亩。在吕鹏飞的带动下，
尚田草莓种植突飞猛进，他还引
进、培育草莓新品种，帮助制订了
奉化草莓栽培技术和产品质量标
准，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管理，
引领尚田草莓产业做强做精做优。

今 年 ， 尚 田 草 莓 种 植 面 积
5000 余亩，主要集中在冷西、方
门、孙家、下王几个村，占奉化全
区的一半多，草莓种植户有 2000

多户。吕鹏飞说，中国的草莓主要
引自日本的“红颊”“章姬”两个品
种，其中“红颊”的面积、产量占了三
分之二。“我们经过仔细选择，发现
尚田的土壤特别适合种‘章姬’，就
是俗称的奶油草莓，品质上佳。10
多年来，我们采取一家一户的精细
化生产方式，从引种育苗、疏花施
肥、防治病虫害等各个环节严格控
制，不断提升品质和产量。”吕鹏
飞说，在宁波，奉化草莓就是以奶
油草莓为标志，味道好，价格也
高，平均亩产 1500 公斤，极大增
加了农户收入，“回头来看，这一
路子走对了”。

自 2002 年尚田举办首届草莓
文化节起，这一文化盛会至今已连
办 19 届，不仅打出了尚田草莓的
名气，还极大带动了乡村旅游产
业，每年带来约 20 万名的采摘游
客。尚田还向外输出草莓种植人才
和技术，现有 200 多名农户在上海
的南汇、金山、浦东等地规模化种
植草莓，打进了上海大市场。如
今，下王、广渡等村的草莓育苗产
业也发展红火，一株草莓苗能卖 2
元。尚田街道副主任竺裕达说，现
在尚田大棚草莓平均亩产值 3.5 万
元，效益要比别的地区草莓田高出
一大截，小小的草莓成为农户致富
的“绿色银行”。

精细化生产 小草莓成就“富民果”

▲莓农采收头批草莓。

▲草 莓 成 了 尚 田 农 户 最 大 的
“钱袋子”。

▶疏花摘叶，打理果园。

摄影 余建文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尚媛

赵永焕在“舜江快播”录制党课节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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