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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德阳 庆海

近年来，句容白兔镇聚焦草莓产
业发展延链补链，推动莓农从“种果
卖果”到“育苗卖苗”转变。如今，该
镇 80%的莓农已经拥有了“莓老板”
和“苗老板”两种身份，“甜蜜产业”育
出新“致富芽”。

在徐村草莓种植示范基地，阵阵
香甜气息扑鼻而来，一颗颗色泽鲜
亮、果形饱满的草莓抢“鲜”上市，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种植大
户樊忠正在棚内查看草莓成熟状
况。由于品质好，他家草莓一直供不
应求。

品质提升，种苗很重要。樊忠告
诉记者，目前，他家的主打品种基本
都是自主育苗。“‘红颜’一株母苗可
以发 70—80 株子苗，‘粉玉’能发
30—40 株子苗，‘容莓三号’则能繁
育20株子苗。”有着15年草莓种植经
验的樊忠，已经从草莓种植能手升级
为育苗能手。

近年来，市草莓协会多次邀请市
农科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科
研院所的专家，培训草莓育苗技术。
樊忠迅速抓住机遇，成为第一批自主
育苗的莓农。“以前都是在外地买苗，

一株苗要多花 3至 5毛钱，一个大棚
成本就要多两三千元。最重要的是
万一买到病苗、带菌苗，将影响产量
和品质。”樊忠说，将种子抓在自己手
上，干起来心里才有底。

笪文杰家的草莓是白兔镇最早
上市的，他也尝到抢“鲜”上市的红
利，最普通的红颜草莓卖到 80 元一
斤。

谈及提前上市的秘诀，笪文杰告
诉记者，这主要缘于种苗培育控株技
术。“育苗阶段提前 15 天控苗，每亩
草莓苗控制在5万株以内，这样可以
确保每株草莓都长得壮实。在此基
础上再做好控水、控氮、控温等，促进
草莓苗提早发芽分化，提前上市就水
到渠成。”笪文杰说，提前上市能够与
其他莓农错峰竞争。在过硬品质的
加持下，“回头客”自然越来越多。这
也是他家草莓销售额年年攀升的原
因。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育苗方式，白
兔莓农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是携
着优质草莓苗勇闯市场，纪强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

记者见到纪强时，他刚接到一笔
草莓苗订单。草莓刚上市没多久，为
何就有来年订单？“客户怕迟了订不

到咱家的苗。”面对记者的疑问，纪强
笑着说，他的苗之所以在市场上销售
火爆，一方面是有白兔草莓品牌做背
书，另一方面则是这几年攒下的口
碑。“很多客户来买苗时，就预订了来
年的苗。”

种苗市场，成活率是关键。“好土
地、水源是提高草莓苗成活率的重要
因素，育苗土地要 10 年内未种植过
草莓及茄类作物，防止病菌影响成活
率。”纪强说，为了提升成活率，他每
年都会换地育苗，在此基础上，浇水、
施肥、除草等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精细
化管理，确保成活率在95%以上。如
今，纪强的 10 亩育苗基地每年出苗
60 万株，产品销售到浙江、安徽、山
东等地，让更多地区的草莓有了“白
兔味道”，年销售额达40万元。

“白兔镇 260 余户种植户中，已
有200户实现自主育苗，其中20余户
将育苗产业化成功开辟了新的
‘钱袋子’”市草莓协会会长唐
山远介绍下一步协会将依托政
府和众多科研院所，加大草莓育苗新
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的推广
力度，积极开拓多渠道销售，延长草
莓产业链，让莓农的“甜蜜事业”行稳
致远。

顾辉 郑德阳 张凤春

近日一大早，句容市白兔镇草莓
种植户戴志雨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刷
个牙、洗把脸就开车直奔几公里外的
草莓育苗室。“这几天一直在外学习，
凌晨4时才从山东赶回来，最近气温
不稳定，今天必须去实验室看看。”

到达实验室，戴志雨熟练地脱下
外套、穿上白大褂，通过风淋室，来到
一排排放满玻璃容器的育苗架前。

“实验室育苗要求高，不仅要恒温、恒
湿，还要通过灯光来模拟自然光的亮
度，每隔 12 小时这里的亮度就要重
新调整。”看着实验室里的草莓苗长
势旺盛，戴志雨悬着的心定了下来。

45 岁的戴志雨是白兔镇当地
人，“别看我是农村的，但农活基本没
怎么干过。”20 多岁时，戴志雨就去
城里闯荡，在文化馆干过，还当过代
课老师，“后来在安徽一家上市企业
工作，一直干到管理层。”

“在企业工作一年收入少说有
20 万元。”但常年在外漂泊的戴志
雨，因为不能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
孝，也不能照看子女，时常感到愧
疚。 2017 年，戴志雨决定回乡创
业。“一个中年男人放弃自己熟悉、收
入又不错的行业二次创业，这个决定
很难下，家人都不同意。”

但铁了心的戴志雨瞒着家人递
交了离职申请。“选择种草莓是因为
白兔镇是远近闻名的‘草莓之乡’，从
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都很成熟。”戴
志雨胆子大，一上来就租了30亩地，
投资40万元建了草莓大棚，“后来又
陆陆续续搞了基础设施，增加了火龙
果、香瓜等品种，总投资超过 300 万
元。”

“完全从头学起，谁种得好我就
跟谁学，镇里的种植户都是我的老
师。”戴志雨不仅跟当地的“土专家”
学，还前往溧水、山东等地学习技术
和管理经验，“干一行就得钻一行，有

时间我就出去请教，闲不住。”几年下
来，戴志雨掌握了从草莓选苗到种植
管理的“秘籍”，不仅自家的草莓亩均
收益超过6万元，他还时常帮助周边
农户销售。

苗好七成收。这两年，在白兔镇
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支持带动下，戴志
雨开始自主培育草莓苗，开展草莓脱
毒组培项目，进行脱毒种苗培育，通
过技术手段去除种苗中影响草莓生
长的病毒，为草莓栽培中出现的品种
退化、连作障碍、品质下降、病虫危害
等棘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你看，这些净化台、臭氧发生器
等设备和育苗场地都是政府免费提
供的，育苗成功后不仅亩产有望提
高，在农药、化肥使用量上相较以往
也将降低不少。”戴志雨透露，在草莓
上市期，他每个月都要有一周以上的
时间在外考察学习。最近，他还报名
参加了去日本参观交流的培训班，这
个月即将启程。

新农人戴志雨：实验室里育苗忙

丹阳珥陵镇祥里村：
走上振兴路 村民日子甜

本报记者 佘记其
本报通讯员 眭小花 魏郡玉

近日，记者走进丹阳市珥陵镇祥里村村委
会旁的富祥粮食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轰隆隆
的机器作业声不绝于耳，金黄色的稻子在机器
中不停地翻转，经过全自动流水线作业，一粒粒
白色大米装袋、装车。而这个集收购、烘干、仓
储、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合作社，每年至少可以
为祥里村集体增收30万元，且每年以3%的增幅
增加。

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开办合作社、盘活
闲置校舍、购买大型农业设备出租……一揽子
办法激活珥陵镇祥里村集体经济。刚刚过去的
2023年，珥陵镇祥里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乡村
振兴路越走越宽，特色产业越做越大，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如今，乡村“硬件”“软件”同步升级，

“环境美”“生活美”二者兼具，一幅乡村振兴的
和美图景正徐徐展开。

“这个项目是 2022 年立项投资的，总投资
700 多万元，村委会也投资了 300 万元，去年正
式投入运营。”祥里村党委书记陈建阳告诉记
者，合作社是通过江苏省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争
取来的项目，由丹阳市富祥粮食加工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运营，“合作社建有冷藏库、商品粮
存储库、包装间等，并与周边三个村6000亩水稻
配套，形成‘合作社+米企+基地’的运行模式。”

作为农业村，祥里村资源资产相对分散，村
集体收入不高，为改变这种状况，村“两委”班子
集思广益，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探索“合作
社+”抱团发展模式、动员村组干部挖掘本土资
源等途径，激发村集体经济新活力，形成产业有
发展、村集体有收益、群众促增收的多方共赢局
面，助推乡村振兴。合作社的成立成功盘活了
原祥里中学闲置资产，还引进先进碾米机器，对
稻谷进行脱壳深加工，并统一包装上市，提高经
济效益。

西瓜也是祥里村的一大特色，全村种植西
瓜 300多亩。说起祥里西瓜，陈建阳十分自豪，

“我们祥里的土质好，种出来的西瓜甜、脆。”得
益于优良的品质，祥里西瓜逐渐有了知名度，

“祥里西瓜好吃”更是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认
可，销售西瓜收取的管理费也为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当前，村委会在做好线下销售的同时，
正在办理工商注册、申请品牌、申领农产品原
产地追溯码，手续办齐后，陈建阳和其他村干
部还打算走进直播间吆喝，将祥里西瓜推向更
大市场。

“我们还有厂房出租给丹和醋业，去年有35
万元的收益，每年还以 4%的增幅在递增。此
外，村委会盘活了荒废20多年的红梅小学地块，
出租给铸造厂，每年可增加收益5万元。”陈建阳
在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方面想了不少办法：购
买大型农业设备出租给农户、投资180万元改造
门面房出租、向上争取惠农科技资金……提升
自身“造血”功能，集体经济越来越强。2023年，
祥里村村集体收入达130多万元。

“2024年，祥里村将积极拓展祥里大米和祥
里西瓜的销售渠道，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争取
村集体收入达到 150万元。”面对祥里村的发展
前景，陈建阳信心满满地表示，祥里将持续推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添绿，让乡村振兴成
为祥里百姓生活的“幸福密码”，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生态宜居、业兴人和
的美丽乡村。

从“种果卖果”到“育苗卖苗”

白兔草莓产业育出新“致富芽”
强发展信心 攻产业项目 抓强市之要
干 出 新 局 面 夺 取“ 开 门 红 ”

1 月 15 日，种植户罗胜在
徐村草莓种植示范基地的大棚
内，查看首次试种的草莓品种

“久香”生长情况，为周末采摘
客流高峰做准备。据介绍，该
品种草莓口感多了“奶油芝士”
清甜味，具有抗病性强、成熟期
早、更适合存储等特点，在苏南
地区、乃至“草莓之乡”句容白
兔均不多见，上市不久便受到
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辛一 钟学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