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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周迎

“老板，进棚采草莓多少钱？”
“不好意思，今天大棚里没有草莓
了，得过两天。”春节假期刚过，白
兔镇的草莓采摘依旧火热，但让部
分消费者“费解”的是，一些名气大
的种植户却对上门采摘客关上了
草莓大棚，这是为什么呢？

产量不够
采摘适可而止

“说实话，不是不想给游客采
摘，实在是没果子了。不信我带你
看看。”正月初九，记者来到白兔镇
笪小华家庭农场，在大棚外的铁门
口，见到了一开始的“拒客”一幕。
笪小华一边向记者解释无奈的原
因，一边带着记者挨个进入自家大
棚一探究竟。

在沿着 122 省道一字排开的
大棚边，记者跟随笪小华依次进出
了 6个大棚，每进入一个棚，入眼
的景象大都是绿色为主，淡黄泛绿
的青涩草莓连着枝丫，垂在高垄两
边的薄膜上。“今年春节假期的几
天，大棚里草莓的产量远远跟不上
游客的采摘速度。本来有一个大
棚是我特意留着给春节游客采摘
的，哪知道短短2天就被游客采摘
一空，剩下的大棚里，红色的果子
也是急速减少，让我不得不在游客
上门时提醒他们适当采摘，别买太
多，给其他游客留一些。”

笪小华表示，这样的火爆场

面，让他既高兴又难受。高兴当然
是在如今 100元/公斤的春节高价
期间，草莓销售火爆，自然收入不
愁。难受则是看着产量上不来，游
客陆续上门，很多网络外卖订单不
得不推掉，让我心里着急。“今年，
我光是微信的国内包邮销售，就已
实现了十多万的销售收入，这一暂
时‘停产’，让我可减收不少。”

光照不足
草莓生长放缓

供不应求，是今年白兔优质草
莓种植大户的普遍感受。在句容
市白兔镇徐村草莓种植示范基地，
光亮的玻璃大棚在阴沉沉的天气
里也失去了“光彩”。走进玻璃大棚，
两名采摘客的对话更显直白。“你
去最后一排看过了吗？”“看过了，
没什么成熟的，都是小果子，不行。”

负责管理这两片玻璃大棚的
老莓农王柏生有些感慨，看着大棚
里稀稀疏疏的半红半青的果子，他
道出了今年草莓生长的“麻烦
事”。“今年草莓从 10月份花芽分
化开始就受到天气影响，加之 12
月初草莓上市时光照也不充分，前
期的果子数量实在是少。”王柏生
说，一直到 1月中旬，天气才得以
好转，有过短暂的连续多云天气，
第一茬果得以增加产量，但仍旧比
往年少一些。

“过年期间又是这倒霉天气，
太阳都是晃一晃就躲到云里去了，
还有小雨跟着，产量自然而然就低

了。”作为种植草莓多年的老
把式，王柏生对草莓生长

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但
面对老天爷的“不给面

子”，他也只能无奈地
一笑了之。“草莓后

期的成熟，完全靠
光合作用，虽然

可以用补光灯
代 替 部 分 光

照，但昼夜温
差却难以靠简单

的加温弥补。俗

话说，有太阳，生长速度一天顶三
天，没太阳，三天顶一天。”

管理不停
期待晴好天气

“这些是一茬果草莓被采摘后
的废枝，但还会继续吸收根部传来
的营养，这就不利于二茬果的生长
了，必须得拔掉。”在全国劳模纪荣
喜的草莓大棚里，和帮工一起干活
的纪荣喜手脚麻利地在高架草莓
上操作着，一把把废弃枝条和叶片
被放入身边的大袋子里，短短 10
多分钟，袋子已近满了。

草莓好吃，但管理十分费劲。

从最初的移栽到后续的防病治虫，
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纪荣喜告
诉记者，如今的上市采摘环节，不
光要把一茬果的废弃物清理掉，还
得及时的补肥，给二茬果充足的养
分，才能长得更好。

不过，虽然产量不足，给力的
价格却让农户们并未有缺产欠收
的牢骚。纪荣喜算了笔账，按照前
期 160 元/公斤，春节期间 100 元/
公斤的采摘价格，亩均效益已经达
到近2万元，已超亩均产值的三分
之一。“越往后，草莓的产量越高，
希望好天气多一些，让更多消费者
购买到好吃的草莓。”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尤恒

“从 1月份开始，太湖二号青
虾开始上市了。我们夫妻俩每天
都是半夜开始忙碌，下网捕虾，凌
晨出货。正是挣钱的时候，再辛苦
也高兴。”正值春节，句容经济开发
区星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侯广花
和丈夫却没怎么休息，每天都要根
据订单，从养殖池中捞起数量不等
的青虾，为第二天的出货做准备。
虽春寒料峭，却心喜不觉。

与青虾养殖结缘，侯广花可谓
“歪打正着”。2014 年以前，她和
丈夫一同在外打工，身在异乡漂
泊，又无法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
子，几经思考，夫妻俩决定回乡

创业。
“其实，开始创业做什么心里

也没底。后来丈夫的父亲给我们
指了方向。”侯广花笑着回忆道，其
实，丈夫的父母一直做着小规模的
青虾养殖，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
青虾养殖在当地市场前景好、同行
竞争少，长辈们也能提供帮助，很
快一家人就拍板决定，大规模养
青虾。

2015 年，侯广花和丈夫接手
了别人经营不下去的 100多亩池
塘，注册了家庭农场。“一开始，我
们也有点发蒙，公公他们的‘小打
小闹’在小规模养殖时没问题，但
一下子到这么大规模，就有些吃力
了，技术和经验不足，成了创业初
期最大的拦路虎。”但不服输的性
格是创业人的鲜明特质，为了尽快
掌握养殖技巧，夫妻俩一边在书籍
和网络上学知识、扩眼界，一边利

用各类培训班的机会向专家求教，
主动与周边养殖专家虚心取经。

“我记得，在 2016年镇江市示范家
庭农场主培训班上，我专门就鲜虾
配送的保鲜问题与讲课的专家询
问近 10分钟，才终于掌握了配送
中的保鲜窍门。正是这些一点点
掌握的技巧，慢慢累积起了我们的
养殖信心。”

学习得越多，侯广花和丈夫对
养殖的路子怎么走，心里越发清晰
起来。“农场青虾养殖的品质管理
归结为水质管理、病害防治、塘口
档案三个方面。”侯广花如数家珍
地说，在水质管理方面，要适度肥
水以遮蔽池底防止有害藻类生长，
增加水中溶氧，为青虾提供安全环
境；在病害防治方面，青虾养殖生
产过程中少用药或不用药，即使用
药也要使用具备兽药登记证、生产
批准证和执行批准证号的防治药

物；在塘口档案管理方面，农场严
格按照要求对每一口青虾池都建
立塘口档案和养殖生产记录，对销
售出去的每一批青虾都做到可
溯源。

付出就有回报，由于做到了规
范管理，农场的青虾亩产保持在
75公斤左右，比市面上的平均亩
产高出 15 公斤；由于水体质量
好，虾体个个透明、饱满，受到
了消费者的欢迎，赢得了众多的
回头客。

“当初青虾进入市场时，很多
的消费者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购
买，在通过每次少量购买试吃、
多次沟通后，现在都成为农场的
忠实客户，甚至介绍新的客户
来，积累的优质客户越来越多。”
侯广花说，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高品质农产品的
需求日益增长，现在市场对个体

大、品质好、食性优良的青虾需求
旺盛。针对这一变化，农场及时进
行了品种结构调整，于 2020年引
进了青虾新品种“太湖二号”，该品
种具有个体大、抗病性好、耐寒、食
优等特点，很好地契合了消费者对
高质量水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以
前，我们的销售是年前一个月年后
一个月的集中销售，现在每天按需
销售，也没有出现积压情况。”

如今，农场养殖面积超 170
亩，建有管理房、工具房和饲料房
等配套设施 350平方米，全部养殖
水面都建有增氧设备、自动水体检
测等配套齐全的青虾养殖设施，还
拥有“侯花”牌产品商标。农场先
后获评镇江市示范家庭农场、江苏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 ，农场主侯广花
2018 年荣获句容市“百优新型职
业农民”光荣称号。“过去，走在脚
下；未来，握在手中。”侯广花准备
在 2022年将农场的青虾品种全部
更新换代，确保月月都有青虾上
市，满足市场需求。

侯广花:青虾池里捞出幸福生活

镇江水文分局
及早部署汛前准备

本报讯（谢运山 继业）春节假期
结束预示着又一个新征程的开启。为
确保今年安全度汛，镇江水文分局及
早部署2022年汛前准备各项工作。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省水文局下
发了关于做好 2022年汛前准备及汛
前检查工作通知的1号文件后，镇江
分局随即下发了细化文件，要求各部
门各测站按照文件要求及早做好汛前
准备的各项安排。在2022年1月份召
开的分局 2021年度总结大会上进行
了再一次的工作部署，要求从早从细
从严做好今年的汛前准备工作。分局
还召集相关部门对本年的维修养护工
作计划进行了讨论，以便及早做好工
作安排。

节后上班第一天，分局就部署要
求切实抓好今年汛前准备工作，把各
项工作做细做实。目前，汛前准备各
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中。

春节期间
长江禁渔不休息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殷文
斌 凌芝）日前，记者从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获悉，今年 1月 31日-2
月 6 日，该支队党员为担负起长江

“十年禁渔”使命，放弃和亲人团
聚，春节期间加强值班值守，组织并
指导各市区开展护渔巡江工作。

据了解，春节期间，全市渔政执
法机构根据市长江禁捕专班的统一部
署，保持常态化执法巡查，领导带头
走向禁捕执法一线，加强节日期间执
法检查力度，始终保持饱满工作热
情，全力做好春节期间长江禁捕执法
工作。

供销部门发挥农资导向作用
维护价格平稳保障农户利益

本报讯（李辰 继业）新春伊始，我
市供销系统又全力投入为农服务，为
即将到来的春耕春种备好各类农资。
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我市各级供销部门主动发挥导向作
用，全面推广农药集中采购统一配
供，维护了农资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保障了广大农户利益。

供销部门发挥系统内网点分布
广、服务质量优、农户信誉好的优
势，采取切实措施，尽量减少农资流
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保持适量农
资库存，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做好相
应预案，各类农资商品明码标价，加
强配送服务、提供技术指导等措施，
促进了我市农资市场价格在合理区间
波动，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户。

做好全年农资供应，确保农资价
格稳、供量足，供销部门常抓不懈。
去年 1-12月份，我市供销系统共销
售化肥 53030 吨，其中尿素 21950
吨、复合肥25250吨、其他肥料5830
吨，农药468.45吨，农膜435吨，同
比 分 别 下 降 6.22% 、 10.32% 、
13.4%。有效实现了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任务，今年在这一基础上将继续落
实好减化等相关目标。

在了解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行情的
基础上，供销系统坚持做好对常用化
肥、农药及农膜价格的批发价及零售
价进行分析。虽然去年尿素、复合肥
价格较上年同期相比价格波动较大，
但化肥与农药销售总量较上年同期相
比略有下降。截至去年 12月底，尿
素批发价达 2700 元／吨，零售价
2800 元／吨，较上年同期上升约
30.66%-31.23%；复合肥批发价3100
元／吨，零售价 3400元／吨，较上
年同期上升约 42.54%。而农膜销售
量略有上升，价格基本持平。普通大
棚膜均价 12.2元/公斤，地膜均价 14
元/公斤。

天气不给力，地产草莓供应吃紧

愿“闭门谢客”
的无奈少一点

周迎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但从年前火到
年后的草莓销售却悄悄在春节假期末尾
停下了“快销”的脚步。其实，这一个“闭
门”举措并不是农户们的主观拒绝，只是
为了短暂积蓄后的开门迎接。但草莓产
业的短期“闭门”，是否能成为推动产业
科技再跨步的一个契机，用“争”的姿态，
实现产业未来的大门常开。

草莓销售，在镇江每年的时间线都
相对固定，从11月底到来年5月初，长达
半年的销售期，不但造就了白兔草莓这
个镇江水果的当家“花旦”之一，也为农
业产业的城市名片增添绚丽一笔。春节
假期，正好又是阖家欢聚，组团出门的
难得时机，草莓采摘销售的火热，亦不
仅仅是水果本身的好吃属性，更有着采
摘娱乐、增进感情的附属内涵。蜂拥而
至的采摘客和受天气影响的慢长草莓
相遇，这才造就了游客登门，农户谢客
的难得场景。

今年游客上门求果不得，乘兴而
来，败兴而归，是天不给力。但如何在今
年的后续采摘期不出现类似情况？如何
在明年不会重蹈覆辙？当然，看天吃饭
的草莓生长，确实在短期内难以有效解
决天气的不利影响，虽也有补光灯、加
温设备的配合，但短期供应不上确是事
实。或许，从品种改良到技术革新，特别
是应对天气变化的更有效技术的加入，
让冬春草莓加速，春季草莓特别是后期
高温时适当减速，才是产业发展利农惠
民的实措。

当下，产业强市步履坚定，新天地
的“争”程已然开启，草莓产业作为镇江
农业产业不容小觑的鲜果力量，于情于
理都得乘着大潮奋勇前行。从过去的矮
棚地笼，到如今的连栋高架；从过去的
用药增量到如今的生态安全，草莓产业
已从粗放走向了精细和安全，相信，如
果能有新型“黑科技”的奋力加持，一份
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草莓产
业，真正会奔跑得越发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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