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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丽

外婆所在村里的那座石桥位于
村东头，是村民们通往镇里的必经之
桥。这座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老石
桥，桥面由4块花岗岩拼接而成，每块
约3米长，半米宽，没有桥栏，似一位
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迎来送往，
见证着村庄的时代变迁。

小时候，每到寒暑假，妈妈都会带
着我们兄妹仨浩浩荡荡回娘家。外公
外婆不在了，舅舅、姨妈家便是妈妈的
娘家。远远瞧见石桥，我们就变得异
常兴奋，我们知道走过桥那头的小巷
便是姨妈家，再拐过弯就是舅舅家。

妈妈返家后，我们便留在舅舅
家或是姨妈家度过寒暑假，石桥也
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有时，我们趴
在桥板上，双手放在嘴边呈喇叭状，
对着桥缝隙大喊大叫，此时，我仿佛
听到了石桥远古的回声；有时，我们
站在桥上往河里掷石子，空中划过
一道道美丽的弧线，碧清的河水溅
起涟漪阵阵。

清晨，我们赶着羊群，走过石桥，
去田边放牧；傍晚，我们坐在石桥边
上，等待长河落日圆的夕照时光。夏
天，顽皮而又胆大的孩子从石桥上往水里跳，一个接
着一个如下饺子般闹腾；冬天，下雪了，我们更是急不
可耐，不约而同聚集在石桥上，滚雪球，堆雪人……
石桥承载着我太多的童年欢乐。

最近，回乡探望舅舅、姨妈，发现村里变化可真
大，柏油马路穿村而过，二层小楼鳞次栉比，村部旁
边的“幸福小广场”几个字分外引人注目，村里绿树
掩映、蔬果飘香，多年不回村的我险些迷了路。问过
老乡，远远地看到熟悉的石桥泊在那里，这应该是村
里唯一不变的建筑，它默默注视着村庄，又似一位母
亲伫立村头，静静等候游子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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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返包”
助力生态修复

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依托在荒山荒坡、石漠化
和退矿复垦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近4万亩优质蜜梨，
今夏再获丰收。7月18日，禄市镇月亮坡村的农民
在承租返包的梨园采摘梨果。

华蓥市从2001年开始引进业主对禄市镇月亮
坡、山门口等村的荒山荒坡、石漠化土地实施生态
修复，并采取“承租返包、借地还园、合作经营、利益
分成”经营模式，发展优质蜜梨种植。经过20多年
的发展，如今，梨园经营规模已近4万亩，涉及4个
镇（街道）、100余个组，仅返包梨园的农民就有112
户，返包面积达2万余亩，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增收致富。 邱海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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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种植、无土栽培，引种新品、创新营销……“90后”新农人夫妇

返乡创业，两年建成省级示范基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宋莎家庭农场位于浙江省长兴县画溪
街道白阜村，主要种植、销售草莓。

场主宋莎是一名“90 后”新农人，
2014年大学毕业，2016年辞去助产师的
工作，和丈夫戴亮一起回到白阜村创业，
2017年成立宋莎家庭农场，带领家人坚
持绿色生态种植，实施创意营销，农业设
施不断完善、升级，种植面积从15亩扩增
至53亩，营业收入由50万元递增至162
万元。与此同时，农场还带动和帮助当地
部分困难村民种植、销售草莓，每户年增
收3万至5万元。

生态种植，产量品质双提升

白阜村种植草莓已有20多年历史，种
植技术相当成熟，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
环境差、病虫害防治方法落后等问题，给食
品安全留下隐患。刚刚进入草莓行业，宋
莎就打定主意实施清洁化生产和绿
色防控。

在当地，草莓大棚里
的地垄和畦沟大多是裸
露的，特别潮湿的
时候，村民顶多在
畦沟里铺上一层稻
草防滑。为了改善
生产环境，宋莎在
种植草莓的垄面覆
盖黑色地膜，在两
边墙面挂上一层白
网，在每道畦沟铺设塑
料地毯。走进她家的草莓
大棚，仿佛进入一个整洁的
庭院，令人赏心悦目。

防治害虫一直是令许多草莓种植
户伤脑筋的事，使用药物固然立竿见影，但
可能造成残留超标，还可能误伤到给草莓
授粉的蜜蜂。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宋莎
和丈夫在采用灭蚊灯、性诱剂诱杀等安全
方法的同时，增加以虫治虫技术：孵化七星
瓢虫来捕食蚜虫等害虫。

清洁化生产和绿色防控都需要增加不
少投入。宋莎的父亲曾有过犹豫，宋莎给
他讲道理、算细账，很快说服了他。生产区
清洁了，不仅方便生产及管理人员作业和
游客采摘，还可以避免果实受污染、减少畦
沟水分蒸发，降低棚内湿度，减少草莓发病
率；绿色防控虽然比药物防虫费用高，但更
能确保食品安全，物有所值。

一年很快过去，宋莎采用清洁化生产
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的草莓，产量和品质
双双提升，营业收入比那些按传统方法种
植的莓农多出一倍。2018年，宋莎家庭农
场被确定为“浙江省草莓全产业链质量安
全风险管控示范基地”。在宋莎示范带动
下，白阜村的草莓种植户们也陆续走上绿
色生态发展之路。

引进新品，实现人无我有

许多草莓种植户存在求稳心态，习惯
种植传统品种，更新换代比较迟缓。宋莎
深知，只有不断推出草莓新品种，才能增强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她开始陆续引进种植
草莓新品种。

在长兴，一些传统草莓品种稳产高产，
口感也不错，但硬度略低，不便于运输，制
约市场开拓。宋莎从农技推广部门了解
到，“越秀”草莓新品种硬度较高，耐运输，
果实较大且匀称，更适合礼盒包装。2020
年，她率先引进这一品种进行试种。从育
苗、移栽到挂果，她和家人精心管理，当年
试种成功。农场利用该品种耐运输的优
势，将市场延伸到县外甚至省外。

近年来，白草莓因其独特风味受到消
费者青睐，因为种植难度较大、产量略低，
种植的人不多。宋莎迎难而上，2021年引
进白草莓中的精品——雪兔，在农技专家指
导下进行试种。该品种口感软糯、清甜，相

比红草莓和其他白草莓，风味更胜一筹。试
种成功后，宋莎以它来主打高端市场。

近年来，宋莎家庭农场成功种植红颊、章
姬、雪兔、越秀、越心、隋珠等品种，实现产品
多样化，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有的产品
价格较高，仍然供不应求。宋莎总结说，“一
定要创新，要有不一样的东西推出来，这样才
能吸引消费者，才能更好地做出自己的品
牌。如果试种成功了，人家没有，我有了，新
产品就成为优势。另外，我试种成功了，还可
以为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做示范。”

升级设施，实施无土栽培

宋莎和丈夫回乡创业的时候，当地草莓
种植户采用的都是单体大棚，空间狭小，架
构不太坚固，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还不
便于安装高科技设备。在2018年初春的一
场暴雪中，包括宋莎家庭农场在内的当地许
多单体大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当
时，宋莎就萌生了大棚升级的想法。2020
年，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后，她马上着手实施
自己的计划：建连体钢构温室大棚。

连体温室大棚比单体大棚体积大，造价
高很多。父母担心投入的钱短期难收回来，
有点犹豫，但宋莎胸有成竹。经过咨询和考
察，她早就了解到，连体温室大棚可以提高
土地利用率，便于实施智能化管理，还可延
长作物的生产期，提升作物产量和品质，所
产生的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单体大棚。

说服家人后，宋莎拿出家里的所有积
蓄，又向银行申请贷款，开始新大棚的建
设。4个月后，一栋占地5亩的连栋温室大
棚建成。宋莎随即按高标准对大棚进行配
套建设，将其打造成一个不受季节、天气因
素制约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种植基地。

连栋大棚建成后，宋莎又开始圆她的
另一个农业梦——实施立架无土栽培。原
来在地面生长的草莓被移到离地半米多高
的架子上栽培，凹槽里的基质由椰糠、草炭
等混合而成，基质里埋设地热线，湿度低了
可以加温；水肥由一根根细管输送，滴灌到
每一棵草莓根部。立架种植可以保持基质
干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避免根系腐烂。
自动滴灌技术不但节省人力和水肥，还能
精准控肥控质。

2020年冬，宋莎家庭农场的连栋大棚
正式投入使用，2021年，农场的草莓产量
和效益提升30%，传统单体大棚一亩地产
2000~3000 斤草莓，如今提升到 4000~
5000斤，销售额达190万元。

创新营销，打造网红产品

除了借助农业科学技术、利用现代设
施，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宋莎还通过创
新营销，把草莓销得更远，并卖出好价钱。

宋莎夫妇一开始就重视品牌建设。农
场成立伊始，他们注册了“宋莎”商标，并申
请通过了农产品绿色认证。从2017年开
始，农场出产的草莓连续4年获得浙江省
精品草莓金奖。短短几年，“宋莎草莓”就
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品牌。

销售方式直接影响产品销售。以前，
当地草莓种植户大多采取无分级“大波轰”
式销售。宋莎进行市场调查后，决定将草
莓分为精品草莓、大草莓和中型草莓，实行
分类销售。她认为，虽然草莓分拣费时费
力费工，但因为能满足客户和消费者的不
同需求，产品一定卖得更好。结果证明，她
的选择是对的。实行分类销售后，农场的
草莓销售额不但没减少，还增加了50%。

和许多新农人一样，宋莎也充分利用互
联网来实施创新营销。两口子经常忙里偷
闲拍摄短视频，在社交网站和各自的朋友圈
发布，介绍草莓种植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宣
传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每年到了草莓销售
季节，他们都会策划组织营销活动，比如，扫
微信送好礼、邀请亲子家庭到农场体验采摘
等等。短短几年，粉丝越来越多，他们家的
草莓也成了网红产品。如今，草莓的线上销
售量占农场销售总量一半以上。销售旺季，
每天有100多笔订单，营业额达6万元。

为了保证当天接单当天送达，县城客户
和消费者订的货，宋莎坚持亲自送货上门。这
是一个很辛苦甚至经常遭受委屈的活儿，但宋
莎乐在其中，“有时候很累了，客户拍一张照片
过来，告诉我说，草莓很新鲜，孩子非常喜欢
吃。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自己做的事
情得到了认可，再累也觉得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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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上午9点多，河北省兴隆县安子岭村
付志新正在给庭院里的花草、果蔬浇水。

小院很精致，可以看出女主人的巧
思。沿着院墙砌了一圈不宽的池子，里边
的草莓长势良好；院子南端是一个小水池，
里边种荷养鱼；院子北端是一个多种花草
的小花坛；房前屋后种着豆角、茄子和瓜。

“有了花草，小院就有生机，客人们来
了更喜欢。到了瓜果成熟的时候，客人们
可以随意摘。”付志新说。

三年前，付志新在村里别人家开的农
家宾馆打工。看到家门口旅游业日渐红
火，她也把自家庭院和房屋改造成精品民

宿，用来接待游客，
很快获得了可观的
收入。“我，还有我爸
妈、爱人都不用出去
打工了，一家人好好
经营民宿。”

在兴隆县，像付
志新家这样的民宿还有很多。近年，兴隆
县妇依托3条旅游线路，打造出了美丽庭
院、精品庭院创建示范群。在示范群里，南
天门乡“满乡情”农家院女主人郭志杰，把
老旧的房屋改造成具有满族特色的小四合
院，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周边贫困姐妹创业
脱贫。挂兰峪金山湖村返乡创业大学生温
小艳夫妻的“树洞小屋”入选河北省十佳百
优美丽庭院。

兴隆县妇联主席赵海利介绍说：“兴隆
县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毗邻京津的区位优
势，我们倡导妇女们动手对闲置农宅和原
有农家院进行改造升级，打造风格多样的
特色民宿，不仅扮靓了乡村生活，还成为乡
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承德市的美丽庭院都在迭代升级，向
精品庭院、精品民宿发展。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承德
市乡村走访看到，一个个精品庭院镶嵌在
青山绿水间。滦平县古城川村，王秀华家
三层楼式的民宿精致、温馨；丰宁坝上的小
北沟村，杨秀丽家的“娜娜民宿”简约、时
尚；隆化县七家镇温泉村，张国荣家的善水
行舟民宿别有风味……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承德市妇联全力
推进美丽庭院示范创建，将其纳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
部署，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承德市启动
实施“盛世100”项目，选取103个村作为民
宿经济发展集中承载村，精心培育“承德民
宿”城市文旅品牌。围绕这个中心工作，承
德市各级妇联组织遵循“美丽庭院+”的思
路，因地制宜，挖掘美丽庭院的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助推妇女和家庭从洁
净庭院、美丽庭院向精品庭院、精品民宿转
型发展。

宽城县妇联通过微信传播、进村入户、

讲习所授课等形式，宣讲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还举办了百户美丽庭院示范户表彰大
会，对300户家庭进行了表彰，全县打造了
100多个高端民宿。隆化县妇联发挥妇女
的独特作用，助力打造温泉民宿产业集
群。现在的温泉村村容村貌整洁，一户一
处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丰宁
县妇联将美丽庭院创建与挖掘传统文化、
非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不断拓展

“美丽庭院”内涵，引导妇女打造特色显著
的民宿庭院。以丰宁县大滩镇小北沟村为
例，共有旅游农家院、民宿47户，旅游收入
占村民总收入60%以上。

目前，承德市已创建美丽庭院1.8万
余户，创建精品庭院、精品民宿5526户。
承德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坚介绍说：

“各级妇联组织指导美丽庭院示范户见
缝插绿，栽植果树、花卉、药材等经济作
物，引导妇女发展观光采摘、特色餐饮、
温馨住宿等休闲旅游服务产业，增强了
庭院的产业吸引力，实现了美家园、拓财
源双丰收。”

——浙江长兴宋莎家庭农场

美了家园 拓了财源

河北省承德市妇联推动美丽庭院迭代升级，向精品庭

院、精品民宿发展——

在浙江省兰溪市，有近百位种植杨梅、枇杷的
农民如今成了网红，消费者追着他们买水果，由此带
动当地两个时令水果销售热潮，价格还出现不同程
度上扬。

据介绍，兰溪杨梅和兰溪枇杷都是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近些年，兰溪市引导农民改变以往批发
商销售模式，让其直面终端消费者，打造个人品牌。
兰溪市一边要求规模种植户在包装盒上印姓名，既
实现水果可溯源，又做好口碑；一边加强农民培训，
邀请网红直播团队到种植园，教农民跟网友分享种
植过程，带农民在“朋友圈”卖货。如今，全市约有近
百位规模种植户开通了微商、电商销售渠道，且有十
多位种植户以个人名字注册商标。“尖货”网红的引
领极好地带动了两个果品的销售。今年，该市杨梅
产值预计近4亿元，比去年增加18%；枇杷产值达
0.8亿元，比去年增长38%。这两个水果今年预计能
为1.8万名农民增收30%。

（据《浙江日报》）

会种也会卖
农民成网红

▲ 宋莎在农场的连体温室大棚里采摘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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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莎家庭农场实施的立架无土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