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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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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到结茧的时候，大蚕
进食需要避光，有光线会影响它们的
进食，从而影响到茧的质量。”推开彩
色茧生产基地的大门，待记者进入
后，工作人员施鹏仔细的拉了拉遮光
布。生产基地很大，里面的排满了方
格蔟，每个方格簇上密密麻麻的爬满
了蚕。“再过几天就可以结茧了，我得
先更新蚕桑养殖和产品销售信息。”
拍摄完照片的施鹏压抑不住心中的

兴奋。
下午 2 点，记者随施鹏回到了位

于经济开发区的公司，在淘宝店铺和
微信公众号上更新信息，不一会就吸
引了客户们关注、转发和点赞。

“我们现在彩色蚕新品种现已形
成规模化生产、加工和销售。刚刚收
获的 3000 多斤彩茧一投放市场，就
收到了来自中国茧丝绸市场外贸销
售的订单，销往意大利、巴西、日本和

韩国等国家。”施鹏说，彩色蚕茧源自
天然，天然彩色茧丝由于含有一些类
胡萝卜素、类黄酮等多种功能性活性
物质，既有保健功能还能有效避免皮
肤抓痒症，因此相关产品如蚕丝被之
类的一直供不应求，他们已经建立了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
农户”等产供销的发展模式，促进蚕、
丝、绸业的发展。

搭上“一带一路”快车的永康养蚕人
记者在蚕室感受“新丝路”带来的商机和变化

“凌晨 4 点钟就起床摘桑叶了，30 多张蚕籽一天能吃掉 1000多斤桑叶，一张蚕籽能孵化 28000 只蚕宝
宝，这一季又是个好收成。”近日，在舟山镇外木坦村的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永康市联农蚕桑专业
合作社蚕桑基地上，养蚕人陈芳一边采摘桑叶一边与记者拉家常，今年培育出的彩色春蚕茧已通过合作社获
得“一带一路”红利，收到了来自中国茧丝绸市场外贸销售的订单。

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记者开始了一天“科学养蚕人”的体验。

镜头一：自己午饭匆匆解决 蚕宝宝的食物却要精挑细选

早上 9 点，沿着干净整洁的村
道，从市区驱车 40 分钟左右就到了
舟山镇外木坦村的省级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基地路边是连片的桑
叶林，养蚕人陈芳正忙着采摘桑叶。
眼下春蚕已经进入到“五龄”期，蚕宝
宝开始大量进食桑叶，生长发育迅
猛，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蚕农最忙碌的
时候。

“由于光合作用，桑叶所含各种
养分早晚不同。早晨的桑叶含糖较
少，水分较多，而傍晚的桑叶含糖较
多，水分较少。采大蚕桑叶时，要尽

量避免太阳直晒及过量堆压，要随采
随运。采的时候要适度，不能用掠夺
式的采叶方法，最好在枝条上留 5 到
6 片叶子。”陈芳见记者拿着剪枝剪
刀准备采摘桑叶，就上前讲解注意事
项，防止桑叶过多叠成堆放置，造成
桑叶内部发热、萎凋，影响蚕宝宝食
用。

“蚕从一龄长到五龄，桑要从上
往下吃。桑能长半米高，桑叶上小下
大。这种颜色较深的适熟叶是最好
的，蚕最爱吃，最有营养。”陈芳用手
摩挲着下层的大叶子说。

“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人吃不吃
饭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蚕一定
要吃饱吃好。不然容易生病或者结
茧的茧皮很薄很软，造成一定的经济
损失。”陈芳和妻子每天天一亮就要
起床喂蚕，然后抢时间再到田里采摘
新鲜的桑叶，一天得重复好几次，蚕
如果生病了还要配药，保持蚕室卫生
情况良好。

把桑叶运回到蚕室后，就要准备
好蚕下一次的桑食。从 9 点到 11 点
半，记者就在采桑、运桑中度过，午饭
也是匆匆解决。

镜头二：蚕室环境要求高 喂食桑叶有讲究

中午 12 点，陈芳就到蚕室内把
桑叶均匀的铺在蚕虫上，给它们喂
食。数十万条蚕宝宝正在狂吃桑叶，
屋子里满是“沙沙沙”的声音，颇有气
势。蚕室和记者想象中的不一样，在
记者的想象中，能孕育出七彩蚕的蚕
室应该充斥着高科技，安装有全自动
热风循环烘茧机，配备有智能评茧
仪、电子磅秤、水份测定仪等一系列
仪器，而进入蚕室，只有几张覆有塑
料薄膜的席子铺在地上，并没有什么
高科技的设备。

听完记者的疑问，陈芳哈哈大
笑。他告诉记者，高科技设备都安装
在彩色茧生产基地里，就在桑叶林的
另一边。这里的蚕室主要负责小蚕
和大蚕的培育。蚕桑专业合作社将
蚕种运送到家，大约经过两天左右，
蚁蚕孵化出来后就开始喂食桑叶了，
经过四次“蜕皮”，也就是一眠、二眠、
三眠、四眠，大蚕“熟”了以后，便可放
到方格蔟上开始结茧。而每一阶段
受气温、湿度的影响很大，均需细致
入微的照顾。

“别看蚕室没什么设备，这里也
有大讲究，屋内若有细菌侵入，整批
蚕便会全军覆没。”陈芳仔细地拨弄
着桑叶，细细地介绍，养蚕环境要保
持清洁卫生，还要适温适湿，空气新
鲜，地面整洁，在喂桑叶之前，他们都
经过严格的消毒。喂蚕食桑叶也有
要求，小蚕讲究“三保一匀”，即保温
保湿保桑叶新鲜，给桑要均匀；大蚕
讲究“稀放勤喂，良桑保食”，严防饲
养密度过大，还要做好防闷防热防饥
饿，提升蚕的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镜头三：搭上“一带一路”铺就“新丝路”

科学养蚕 干净清爽

由于养蚕的注意事项很多，记者

在某些环节没有上手去操作，就在一

边与养蚕人聊天。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6 月至 7

月、8 月下旬至 9 月、10 月至 11 月，一

年的时间可以养 4 期彩蚕。一张蚕

种里有3万多头蚕，需要40 平方米左

右的饲养场地，能收获 100 斤左右的

蚕茧。有着 33 年养蚕经验的陈芳告

诉记者，以前条件简陋，蚕房里放的

是煤炉，烘蚕茧的时候，他们要全程

守在一旁，让蚕茧受热均匀，经常会

被煤烟呛得流泪。而现在养蚕已经

实现了现代化，全自动热风循环烘茧

机、智能评茧仪、水分测定仪等先进

设备大幅度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生

产的干茧质量更均匀、适干程度更

好。

在彩蚕茧的产品展示厅内，记者

看到了各种蚕丝被、枕头、内衣还有

面膜。由于蚕茧的品质好，社会效益

很不错，线下和线上的销量都很喜

人。记者见到的工作人员，眉眼间都

舒展着笑意。

现在，舟山镇外木坦村的省级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已远近闻名，带

动了许多农户发展彩蚕产业，他们依

靠养蚕，鼓了腰包。

□记者 徐灿灿

掩映在桑叶中的彩色茧生产基地

蚕宝宝在啃食桑叶

记者手记

彩色蚕茧

陈芳在收割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