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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志

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的人，可能不知道乡村
的“草垛”是什么东西。
其实，所谓草垛，就是农
作物秸秆捆好后堆成的
小包，主要用来做牛饲
料和烧火做饭的燃料。
在我的家乡，小时候家
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
草垛，形成了一道风景
线。

对孩子们来说，草
垛是温馨的。我们放学
后喜欢玩捉迷藏，最佳
藏匿地就是草垛里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
几个孩子捉迷藏试图躲
藏在草垛最深处，结果
竟把草垛弄倒了。几个
孩子全被压在厚厚的柴
草里面。大人们得知后
立即施救，幸好解救及
时，要不然我和小伙伴
们就会有生命危险。还
有几次，捉迷藏的孩子从草垛顶端
摔了下来，好在农村都是泥土地，并
无大碍。

草垛还是孩子们的“避难所”。
一些不听话的孩子在家里挨打后，跑
出来晚上不敢回家睡觉，就躲在草垛
里睡上一晚。有一天晚上，父母忙农
活很晚还没回家，我又饿又困，竟躺
在草垛旁边睡着了，感觉稻草柔柔
的，就像睡在母亲的怀里。

草垛也是家禽和小动物们的临
时家园。农村的家禽一般都是散
养，这些家伙常常背着主人在草垛
里下蛋，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
狗、猫也时常卧躺在草垛旁晒太阳
或避寒。到了深秋、冬天，小麻雀们
为了避寒，纷纷飞落草垛上，在那里
做起窝来。我们在夜里打着手电捉
过不少麻雀。

长大了，我离开了家乡，到城里
工作，对家乡草垛的那份感情依然
还在。每次回老家，我习惯了要到
草垛旁边转悠一会儿。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再回家，发现村里的草垛
越来越少了。父母告诉我，村里耕
田用上了农机，没有人养牛了，不需
要干饲料，做饭改用电磁炉、液化
气，也不用烧柴火了。如今，农作物
秸秆大多就地还田，培肥地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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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长”出生意经
辞职创业，从事种苗繁育与推广，使当地草莓

品种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30多种，草莓育苗从
传统露天繁育走上工厂化穴盘苗生产，实现草莓
种苗的全年生产和销售，满足不同区域全年定植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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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 王成军 夏敏

金秋十月，在位于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草莓公园
的草莓育苗大棚里，一位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年轻女
子，正和工人一起忙着起苗、修剪、装箱等工作。

这位年轻女子名叫范亚君，现任江苏伊斯贝拉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开始在句容市从
事草莓种苗的繁育与推广，短短几年，实现从职业经理
人到职业农民的转身，将当地草莓种植品种由原来的
十几种增加到30多种，带领句容草莓育苗从传统的露
天繁育走上了大棚设施的工厂化穴盘苗生产，为句容
草莓产业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贡献。2020年，
范亚君获得镇江市授予的“十佳农民”称号，2022年，
当选江苏省三八红旗手。

专注种苗繁育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和消费结构、消
费观念的转变，生鲜市场草莓的需求量每年都在增
长。句容是“中国草莓之乡”，草莓种植面积大，产业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

范亚君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信息咨询行业和医药销
售行业工作。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句容
草莓产业的发展现状，并从中发现了商机。在几位从
事果蔬学、林木遗传育种专业的朋友支持下，她毅然辞
职，开启了草莓创业之旅。

“最开始只是想将合伙人的现有技术‘变现’，后来
发现本地草莓种苗繁育水平相对落后，便决定专注草
莓新品种培育、种苗繁育和生产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为推动句容乃至江苏的草莓产业发展做一点事
情。”回忆当年的选择初衷，范亚君坦诚地说。

以前，句容莓农大多采取传统方式育苗，技术也比
较落后，难以适应草莓产业的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
公司成立后不久，范亚君就着手推进工厂化育苗和超
低温离地冷藏技术的市场化应用。

“超低温离地冷藏技术可以保存草莓苗24个月，
满足不同区域全年定植的需求。”范亚君介绍，2017
年，该技术落地应用的那段时间，她在多所大学实验室
和多个草莓培育基地之间来回奔波，终于获得小批量
种植的成功。随后，公司将主要生产基地放在有着“草
莓之乡”美誉的白兔镇，进行规模化育苗。“这项技术的
成功应用，实现了草莓种苗的全年生产和销售，让草莓

‘随时新鲜上市’成为可能。”

标准化种植助力产业升级

过去，江苏省的草莓主产区以红颜草莓为主，品种
结构比较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不断引
入草莓新品种，筛选综合性状好、适合本地区栽培的优
良品种，实现草莓丰产、提质，成为推动当地草莓产业
升级发展的重要途径。

“公司成立后，我们一直在培育和引进新品种。”范
亚君介绍，这些年来，公司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农科院、镇
江农科院、北京百利等院校及企业合作，自主培育及引
进了百利、白色精灵、淡雪、弥生姬、托斯卡纳等国际先

进品种，实现全年生产和销售。
范亚君说，目前，在许多地方，草莓种植标准化程度还比较低，制

约了产业的发展，于是，她在自己的生产基地率先实行草莓种植标准
化、数字化。“比如，从土壤检测开始，着手改良土壤和按检测数据配
方用肥；放弃传统机械起垄，按草莓根系生长需求以机械加人工方式
起垄；考虑通风及棚边温度问题，调整大多数莓农为多产而密植的方
式，改8米棚为6垄种植；考虑土壤消毒后定植环境持续保持，以及莓
农种植大棚成本等因素，改变传统的揭膜定植为带棚膜定植……实
行标准化，生产更易操作，产品品质更好把控。”

用技术服务带动妇女就业创业

“今年这样高温干旱天气，草莓病害少而虫害多，要有效防虫，同
时可以通过叶面肥补充促进植株生长。”

“摘老叶及疏花疏果都是为尽可能多地保留有效叶片和有效商
品果，千万不要为摘而摘。”

“早定植不一定能够早上市，适宜的温度才能定植，温度过高时
定植不但影响定植成活率，而且还会影响花芽分花时间。”

……
走进田间地头，范亚君更像一名草莓种植专家，耐心地指导莓农

科学种植。在草莓基地，范亚君被许多莓农亲切地称为“范老师”。
这些年来，公司在天王镇和白兔镇的两个生产基地不仅为当地

莓农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田间课堂每年也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草
莓种植户，成为句容草莓产业学习交流的窗口。公司先后被授予镇
江市职业创业示范基地、江苏省级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大学
生乡村振兴实践基地等，每年为周边草莓种植户提供信息、技术和销
售等服务，并接待培训学员。

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基地的田间课堂培训和技术服务还带动了
当地妇女就业和创业，帮助句容莓农增收。此外，公司以技术服务和
产业协作的方式，孵化出了南通、霍山等草莓基地。

“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诺。路还很长，我会坚定地走下
去 。”范亚君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吴卓尔

有时候，在街道工作的吴秋秋觉得
自己像是一个主播。在人多且能发言
的场合，她总是会提前准备好一瓶瓶酵
素洗涤产品，背着沉甸甸的包来到会
场，等时机合适，便开始了“推销”模式。

“这瓶是妇女们做的酵素原液，可
以卖给企业。”“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
品。”“这几瓶是定制产品。”……从为什
么会出现这些产品，到妇女如何从中增
收致富，再到产品未来的发展趋势，只
见吴秋秋神采飞扬地将其道来。刹那
间，会场变成了她的直播间。

吴秋秋是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凤
鸣街道的妇联主席，她不遗余力推荐的

“酵素人家”洗涤剂，正是街道妇女们
共富路上的“破浪之刃”。

“凤鸣街道作为传统农业镇
（街道），如何帮助农妇家门口增
收共奔富裕路，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的课题。这两年，我们从酵素
上找到了突破口。”吴秋秋说。作
为酵素制作的爱好者，她也是凤
鸣街道酵素制作“发展史”的参与
者与见证者。

激发制作酵素的热情

凤鸣街道的酵素制作，可以追溯到
2016年。当时嘉兴市妇女儿童公益服
务项目“美丽酵主”在整个嘉兴地区十分
火热，万千家庭加入酵素制作队伍，有效
解决了厨余垃圾源头减量这一难题。

“酵素是一种果蔬发酵后的产物，
用酵素制作清洁日用品，可以减少化工
清洁剂的使用。”至今，吴秋秋还记得

“美丽酵主”发起人梁咏梅教授的酵素
知识。

借着这股东风，凤鸣街道大部分家
庭的女主人都学会了制作酵素。当时，
街道通过“1+100+10000”的“酵素人
家”模式，建起1个酵素培训基地（幼儿
园），在街道布局了100个“酵素制作”
点，带动10000户环保酵素受益家庭，每
年有1.5万斤的厨余垃圾实现变废为宝。

然而几年做下来，大家的热情渐渐
消退了下来。究其原因，无外乎是酵素
无法产生经济价值。由于家家户户都
会做，自身用不完又没有更好释放途径
时，不少家庭堆积了不少酵素原液。有
一阵子，由于原液积压太多，街道将其
倒入河道，用于治水。

“我们发现，如果从源头上推广酵
素制作，没有一个循环机制是不行的。”
吴秋秋感触颇深地说道。

思来想去，街道妇联开始着手寻找
一家周边的洗涤剂加工企业，探寻将酵
素产量化。2020年底，街道妇联和浙
江永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永金生
物）开展合作，成功打开了酵素产业的
大门。

为了再次激发老百姓制作酵素的
热情，街道在各村、社建起了酵素产品
兑换中心。目前，酵素产品也成了“微
家园”、村民自治、优美庭院积分管理等
兑换的网红产品。

妇女足不出户实现“技能变现”

一瓶酵素不仅唤醒了家庭的环保
意识，也激发了致富灵感。从最初的免

费送原液供企业研发新产品，到原液与
货品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街道妇联与
永金生物的合作在摸索中一步步加深。

永金生物副总经理朱建芬是环保
酵素项目的负责人，提及与妇联非同寻
常的合作，她坦言一开始是有所顾虑
的。“觉得有点‘砸钱’，一会儿跟官方合
作，一会儿又要花钱请专家合作。”

不过，一方面吴秋秋真诚的合作意
向打动了她，另一方面公司也在寻求新
的利润增长点。“万事皆有可能，不试一
下怎么知道不行？”怀着这样的心态，双
方破冰而行。

当亲身使用酵素产品之后，朱建芬
对这些产品的看法有了改观，也加大了对
酵素产品的研发力度。“我们是一家专业
生产洗涤剂产品的公司，生产出更加环保
优质的产品，也是我们一直的追求。决定
合作之后，公司通过对不同种类的酵素进
行检测，开展了一系列酵素产品的研制，
并通过了农科院的产品测试。”

不仅如此，在平时，朱建芬也经常
跟凤鸣街道的姐妹们一起探讨包括杭
白菊酵素、桂花酵素、无患子酵素等特
色酵素的制作“新配方”，并依托农科院
进行菌种数据检测分析。

如今，在凤鸣街道，热爱酵素制作
的居家妇女已开展规模化、订单化酵素
制作，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短短半
年，第一批巾帼酵素工坊就收入40多
万元。今年街道妇联又成功签下了
100万酵素保底的订单，在全街道建立
11个巾帼共富工坊已逐步向周边居家
妇女辐射，吸引不少周边妇女主动加
入，以“订单化”模式让姐妹们足不出户
就能实现“技能变现”。

英子（柚子）酵素工坊负责人朱雪
英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主要在

家照顾老人和孙子们。孩子们上学后，
她白天时间较为空闲。勤劳的她早在
2017年起就做起了酵素，用酵素做成
洗衣剂、肥皂等，乐此不疲。在街道妇
联的牵线搭桥下，眼下，她制作的酵素
除了自用，更多的则提供给企业生产环
保酵素产品。因为企业需求大，她还经
常会找附近的姐妹共同动手，将家门口
柚子树上口感极为酸涩的柚子“变废为
宝”。她粗粗算了一笔小账，这样的模
式让她每月多了3000多元的收入。

此情此景，让吴秋秋终于松了口
气。“找到制作酵素的内生动力，不枉费
姐妹们的一腔热血，所有付出都值得。”

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绿色经济

目前，凤鸣街道依托“政府+企业+
工坊”模式，带动了辖区近500多户妇
女“再创业”。由她们制作的酵素原液
通过企业统一标准生产，被加工包装成
精美的酵素产品，成为桐乡特色礼品。

为此，凤鸣街道还成立了桐乡市福
之源果蔬专业合作社，为姐妹搭建平
台、提供服务，鼓励更多的街道妇女投
身创新创业的热潮。

“只要到家附近的巾帼共富工坊报
名，通过专业培训，就能领到专门的发
酵糖和桶，几乎是零成本的。”吴秋秋
说，现有的巾帼共富工坊既可以提供技
术指导，又可以进行质量把关，保证企
业收购的每一桶酵素原液都能达到生
产酵素产品的要求。

作为全市杭白菊盛产地，今年凤鸣
街道除了与省农科院进行试验，打造高
端的杭白菊酵素产品外，还把杭白菊修
剪过程中原本要丢弃的“菊花头”进行加
工制作，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更是大大提高了每亩杭白菊的产值。
接下来，凤鸣街道妇联还将成立手

工皂坊等工坊，建立凤鸣街道酵素品
牌，以菊花酵素、桑叶酵素、木槿酵素、
桂花酵素等，进一步探索酵素产业化发
展模式，不仅可以和企业合作共赢，还
能为姐妹制作酵素开辟更多致富的渠
道，吸引更多的妇女在共富路上发光发
力的同时，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绿色循
环发展事业。

阳光娃娃学晒秋阳光娃娃学晒秋
10月20日，安徽省歙县黄潭源行知幼儿园在园内开展“硕果累累享悦丰收”系列晒秋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晒秋

过程中感受丰收喜悦，强化“粒粒皆辛苦”爱粮意识，弘扬中国农俗传统文化。
当日，小朋友们在老师指导下，根据当地农村习俗，晒出100多个秋粮品种。 吴建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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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于市场销售的第三代酵素
产品。 酵素手工皂制作纳入了桐乡市青少年研学课程。

图片均由凤鸣街道提供

范亚君查看草莓苗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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