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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菜农年收入普遍降低

在王光华的蔬菜大棚里，记者看

到一株株绿油油的蒲瓜藤爬满枝干，

上面吊着胖乎乎的蒲瓜。穿着长衣长

裤的王光华与妻子提着篮子正在采

摘。大棚里闷热，王光华夫妇汗流浃

背。“现在蒲瓜每公斤批发价 2 元。”王

光华告诉记者，“菜农的收入主要集中

在上半年，三四月成熟的黄瓜、南瓜、

蒲瓜等能卖出高价。今年受疫情影

响，3月至4月，蔬菜销售锐减，菜农损

失不小。”

今年，王光华流转来10多亩土地

种植蔬菜。春节前，夫妻俩回老家看

望父母和孩子。受疫情影响，两人在

老家滞留两个多月。这样一来，年前

种下的蒲瓜，因无人管理而枯死。“年

前种植的那批蒲瓜，3 月成熟，往年批

发价最高时每公斤 12 元。产量每亩

2500 多公斤，我共种了 5 亩蒲瓜，损

失很大。算上人工、肥料、菜苗等投入

成本，我估计今年收入减少了 4 成。”

王光华告诉记者，“眼下这批蒲瓜是回

来后补种的，现在正是盛产期，每天多

时能采收100多公斤。”王光华还种植

了苏州青、西红柿等蔬菜。

“我们这段时间主要在养地，为下

半年增产增收打基础。”陈东海告诉记

者，“今年我们没回老家，蔬菜种植管

理正常开展，收成也跟往年一样。受

疫情影响，3 月底上市的优质黄瓜销

售不畅，预计年收入减少三成。”

一直来，陈东海以种植黄瓜和茄

子为主。眼下，上半年种植的10多亩

黄瓜已采收，5 亩茄子采收进入尾

季。为增加收入，他在田里种植了苏

州青、豇豆，以及少量的西红柿、南瓜

等各类蔬菜，增加收入。“今年多亏了

永康农业部门开通应急蔬菜配送活

动，帮助我家销出了上万公斤的黄瓜

和茄子。”陈东海告诉记者，“这片地种

了 6 年菜，土壤开始盐渍化。下半年，

我们将探索‘水稻+蔬菜’水旱轮作模

式，改善土壤，提高效益。”

连日来，来自丽水的菜农蓝清林

一家忙着耕地、采收。今年，他家流转

来10多亩土地。受疫情影响，他家种

植的花菜、莴苣等因无人管理而绝

收。一家人打算下半年通过增加轮作

种植，辛勤劳作，挽回一些损失。

政策引领技术帮扶 做好保供增产文章

“现在有的菜农用上嫁接苗，这样

可以提高成活率。虽然买苗成本贵了

数倍，前期投入大，但后期管理省力，

效益更好。”蓝清林告诉记者，“蔬菜种

植近几年的创新点主要在于菜苗的改

善，以及喷灌、滴灌设施的运用，施肥、

浇水变得省时、省力、高效。”

目前，我市所产蔬菜大部分在市

内销售。“我市蔬菜种植存在多、小、散

的特点。种菜大户流转来的土地从数

亩到几十亩不等。叶类菜不宜远途运

输，本地种植的叶类菜具有上市及时、

菜品新鲜等优势。”市农业农村局农技

推广中心施长安告诉记者，“现在劳动

力、农资等费用上涨，采用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种植模式，才能促进产业

增效、菜农增收。”

目前，我市共有东城街道西竹园，

江南街道下园朱、粟园，西城街道上宅

口、水碓头、山下，花街镇尚仁十井坑

等一线蔬菜基地。黄坟坑蔬菜主导产

业示范区西竹园设施蔬菜精品园已建

成，维哲农场开展放心菜园创建。同

时，我市还建有山地等蔬菜基地，蔬菜

生产基地总量不断扩大。

施长安告诉记者：“我市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蔬菜种植的政策，如对规模经

营主体建设的钢架大棚、连栋大棚、玻

璃温室等农业设施进行补助，引导设施

种植、现代化种菜。近年来，市农业农

村局积极推广使用微生物菌肥，指导创

新果蔬套种模式，加大设施大棚的扶持

力度，以及放心菜园创建等，并做好蔬

菜生产技术指导。今年，该局以“三联

三送三落实”活动为载体，帮助菜农产

销对接，出台专项激励菜篮子的补助政

策，推广应用“芋+菜”“菜+稻”“芋+

稻”轮作和葡萄田套种等模式；同时，

还结合“三联三到、三送三解、三落实

三推动”活动，积极送技术、送服务、送

政策、送种子下乡，切实做好增效保供

工作。我市将继续做好新品种新技术

等试验，开展蔬菜生产智能化远程控

制研究、山地大棚番茄绿色防控连作

栽培试验，以及土壤返盐处理问题研

究试验、黄瓜嫁接苗示范等，常态化组

织开展绿色防控双减增效技术培训，

推动我市蔬菜种植业高质量发展。

疫情改变了蔬菜的种
植节奏。眼下，我市来自全
国各地的 300 多位菜农扎
根田里地头，扩大轮作面
积，采用种植嫁接苗、施用
复合微生物菌肥等方法，种
出更优、更安全的蔬菜，提
高全年收益。

近日，记者来到西城街
道水碓头蔬菜基地，走进丽
水籍菜农陈东海、贵州籍菜
农王光华、丽水籍菜农蓝清
林的蔬菜大棚，探访我市蔬
菜种植、销售情况。

□记者 秦艳华 实习生 徐菁

300多位外地菜农
来自全国各地

在水碓头蔬菜基地，来自丽水的

陈东海夫妇忙着采摘茄子。“这些茄子

到了采摘尾季，过几天我们将其拔除

后再种上各种叶类菜。”陈东海告诉记

者。

陈东海在我市种菜 19 年，先后在

东城街道西竹园、大园童等地种过蔬

菜。6 年前，他来到水碓头蔬菜基

地。多年来，他专注于黄瓜种植，摸索

出了一套先进的种植技术，黄瓜年年

高产，收入稳定。“我家共有 8 个亲戚

在永康这边种菜，各自种植不同品种

的蔬菜，这样可以减少同质竞争，增加

收入。”陈东海告诉记者，“老家工厂

很少，大家以务农为主。永康这边农

业政策好，我就过来了。亲戚朋友得

知后，也相继过来。在这边种菜收入

不错，大家还互相有个照应。”

在离陈东海家菜地不远处，记者采

访了来自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的王光

华夫妇。“以前我与妻子在厂里打工，加

起来每月赚5000多元。6年前，我们开

始种菜，年收入有10多万元。种菜辛

苦，但比打工自由。”王光华告诉记者，

“家安在田头，生活设施简陋。但老乡

都喜欢来此聚会，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

聊天，放松心情。”

据悉，去年我市全年蔬菜播种面

积 11.1322 万亩（包括西瓜、甜瓜、草

莓等），总产量 17.6743 万吨，平均单

产 1588 公斤，产量、产值居种植业首

位。这些数据与外地籍蔬菜种植户的

辛勤付出密不可分。目前，我市吸引

了 30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种菜户。

其中，省内的大多来自缙云、磐安、东

阳、武义、建德、温岭等地，省外的大多

来自贵州、云南、江西、安徽等地。

依靠科技挖潜增效 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我市菜农扩大轮作面积保供增产

丽水籍菜农蓝清林在大棚里耕地

丽水籍菜农陈东海在大棚里采摘南瓜

贵州籍菜农王光华的妻子在大棚里采摘蒲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