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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江山10月12日电
记者 杨振华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轲

江山市塘源口乡仓坂村，59 岁
的毛水根，已经在家里清闲了一
阵。他种了 20 亩猕猴桃，往年要忙
到 9 月底，今年 8 月 20 日一开摘，就
把大部分卖完了。

“还没开始摘，一家家收购商就
上门来订。”毛水根说，去年收购价
格 3.8 元/斤起步，今年起步价直接
提 到 4 元 ，之 后 逐 渐 涨 到 4.5 元/
斤。到他家来“抢货”的收购商，总
计30多批。

这般热闹的收购景象，在毛水
根身边不断出现。仓坂村一半以
上村民种植猕猴桃，全村种植面
积达 1500 亩。而塘源口乡，是江
山猕猴桃最大的主产地，猕猴桃
种植户 1299 户，种植面积达 6000
多亩。

种植户和猕猴桃，被一个个生
猛的经销商争抢，源自销售终端的
火爆：江山猕猴桃卖“疯”了！江山
市区环城西路和农贸城，集中了两
三百家售卖猕猴桃的商户。“正宗徐
香猕猴桃”的招牌，在这里随处可
见。

一家名为“塘源口猕猴桃”的店
里，老板娘和一名雇工几乎没有空
闲。时有顾客上门购买，他们忙着
装箱过秤；顾客走了，他们继续装
箱、打包、贴快递单，这些要发往外

地。“每天要卖几千斤，最多时候一
天卖了 8000 多斤。”老板娘一边利
索地拣果装箱一边说，她做这行已
经十多年，预计今年可以卖出 30 多
万斤。

网上销售的火爆，已经超过门
市。如果你的微信里有江山的朋
友，很可能“朋友圈”会被猕猴桃刷
屏。环城西路上一家猕猴桃销售店
老板娘说，她自己开了淘宝店，同时
有十几个朋友在微信上帮她吆喝，
粗略估计，猕猴桃经销店的微信代
理队伍达上千人。

淘宝网上，江山猕猴桃也在旺
销。天猫“江山旗舰店”负责人田少
江坦言，搜索“江山猕猴桃”，其产品
排名在前三，但他们的销量还不是
最大的。“去年总共卖出 98 万斤，我
们现在已经卖出 30 多万斤，猕猴桃
一般卖到春节前后，到时总量肯定
会大大超过去年。”

快递公司为猕猴桃开设了特别
通道。申通快递江山公司负责人陈
苏红介绍，猕猴桃开售后，公司派出
10 人专门负责环城西路和农贸城
的猕猴桃收件，从早上 8 时 30 分一

直忙到晚上 6 时，一轮一轮不停地
上门取件。“这块市场份额我们大概
占到了 40%多，每天从我们公司发
出去的猕猴桃，都在40吨以上。”

猕猴桃，又称奇异果。江山猕
猴桃，也如同它的别名一样，创造了
一个市场奇迹。猕猴桃产业在江山
已形成了一个“市场高地”，省内外
猕猴桃都被吸引在此集散。市场供
不应求，但如何让这一产业健康持
续发展？名声渐大、销售趋旺的喜
悦下，江山猕猴桃经销商开始冷静
思考，探索未来之路。

江山市林业局猕猴桃种植技
术专家郑秀英介绍，江山猕猴桃种
植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其中徐
香猕猴桃从江苏引进后，1997 年开
始规模化种植。目前，江山猕猴桃
种植面积近两万亩，可以再开发 5
万亩，同时正在鼓励种植户向外发
展。

“很多人误以为‘徐香’是品牌，
其实是个品种，所以江山猕猴桃还
缺一个拳头品牌。江山猕猴桃产业
协会正在申请集体商标，申请成功
后统一品牌、包装，可以提高市场知
名度和占有率。同时，林业局正在
修订江山猕猴桃栽培的地方标准，
符合这个标准栽培管理的、达到相
应品质的猕猴桃，以后可以经由江
山市场销售出去，江山也将从猕猴
桃主产地，变身为华东地区乃至全
国最大的猕猴桃集散地。”江山市副
市长徐文说。

江山猕猴桃畅销

奇异果，市场奇迹如何续

本报武义 10月 12日电 （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温君凯） 今天
下午，武义县履坦镇后桑园村的一
口鱼塘里笑声阵阵。一场泥塘足球
赛正在进行中：岸边，女人和小孩们
紧张地呼叫着；塘里，男人们奋力地

“冲杀”，双腿被淤泥“拉扯”着，用力
过猛，一屁股坐在泥塘里。岸上，顿
时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不远处，橘子、菱角、冬瓜、番薯
都摆着摊，时不时有市民前来购
买。后桑园村村民、鱼塘主人徐达
眯着眼睛笑着，“销量应该不会少于
上回的抓泥鳅活动，卖掉 100 担橘
子没问题。”

丰收时节，一块田，一口塘，除
了售卖农产品，还有其他的新玩法
吗？徐达今天就给出了两招，上午
举办鱼塘抓鱼大赛，所抓的鱼全归
市民；下午举办泥塘足球赛，有兴趣
的市民可以临时组队参加。请市民
到泥塘里滚滚，我们再卖卖土货，既
让城里人感受乡村生活，又售卖了
农产品，一举两得。

“请市民下田滚泥塘、玩泥巴，
这主意真是逼出来的。”徐达说，今
年武义连发两次洪水，他家的鱼塘
都被淹了，鱼跑掉许多，“前段时间，
一口 7 亩的鱼塘，抓上来的鱼才卖
了五六百元钱。”

怎么办？难道就听天由命吗？
徐达不这么想。41岁的他，本来就是
一位很潮的农民。他网名叫“黑马”，
玩户外、玩网络都是把好手，在武义
当地论坛上也是大名鼎鼎的角儿，5
年前才回到村里投身农业，承包了18
亩鱼塘、20亩莲田。

本想图安稳发展农业，可又遭
遇洪水。“我就想起老本行了。玩
呗！让城里人过来玩，他们有浓浓
的乡愁，我就给他们机会，零距离亲
近自然，到泥塘里滚滚去。我只收
适当的门票，抓到的鱼也归他们。”
徐达和几个朋友一合计，想出了这
一妙招。

9 月中旬，徐达小试牛刀，在武
义当地论坛、QQ 群里发布了“鱼塘
免费抓泥鳅”的消息，吸引了众多

“粉丝”。因他家鱼塘多年不投肥、
不投料，塘泥干净，抓鱼的活儿老少
皆宜。百来位市民带着孩子在鱼塘
里抓泥鳅，打泥仗，疯狂了一天，还
意犹未尽。国庆前夕，徐达又发布
了第二次抓鱼消息，同时举办泥塘

足球赛，足足有两三百人报名。这
回，徐达拿出了一口 3 亩的鱼塘，怕
鱼不够，还专门采购价值 2000 元的
鱼投入塘中。

3 条竹竿，几张渔网搭起的球
门，像模像样。方佳宁骗过对方守
门员，好不容易站稳，射门，哇！球
进了。全场一片喝彩声。方佳宁
朝天大吼，可一不小心，倒在了泥
塘里。这位 26 岁的小伙子，是昨天
才得知泥塘足球赛的消息，今天一
大早特意从金华赶来。原来就爱
钓鱼，也爱踢足球的他，想尝尝在
泥里玩球、抓鱼的味道。一天下
来，他浑身是泥巴，但兴致高涨，

“花 50 元的门票，这么玩上一天，实
在是太合算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徐达，这还
只是“小搞搞”。他已有了下一步
的打算，想成为一名乡村游经纪
人，以他在网络上的吆喝能力，用
带市民“下田上山”寻找乡愁的模
式，通过各种活动，帮农民销售农
产品。“如果用这个思维卖农产品，
那天地就开阔了。农田里能找出
许多新的玩法，农产品完全可以在
玩中卖。”徐达说。

武义农民请市民进村

新玩法，农田卖起泥巴味

短评

陈醉

“无偿献血 20 次，可免费乘公
交、游景区，免门诊费”，最近，这一

“献血新规”在宁波落地。
献血奖励早已有之。据《献血

法》、《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
公民献血达到一定数量后，本人和亲
属可享受免费输血待遇。不同的是，
最近的献血奖励开始跨界了。

不久前，浦江规定“无偿献血在
4000 毫升至 8000 毫升者，其直系子
女参加中考可获得 1 至 3 分的加
分”，而陕西宝鸡则要求“公民在领
取机动车辆驾驶证前、男女青年在
领取结婚证时、高中毕业学生在接
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都应无偿献
血一次”。

一时间，“献血”成热词，引来口
水一片。有人认为，这让无偿献血变

“有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无偿
献血制度的“反噬”。也有人担心公
益活动和中考分数挂钩，会引发家长
为了加分而大量献血，这对没法献血
的家长和孩子来说有失公平。

所有的质疑都没有错，但不得
不说的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
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譬如，给见
义勇为者加分，本是一项弘扬社会
正能量的好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
就出现过有父母为让子女加分而策
划“见义勇为”事件的闹剧。因此，
我们更乐见一些对政策善意的解
读。

各地屡出“献血奖励”奇招，不
得不说，背后的原因是沉重的“血
荒”之痛。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口献血
率达到 10‰至 30‰方能基本满足
本国临床用血需求。当前，发达国
家人口献血率约为 40‰。而在现
有的无偿献血政策下，去年我国大
部分地区献血率仅为9.4‰，献血量
捉襟见肘，有时候一天的采血量只
够满足临床一半的需求，很多手术
不得不因此推迟。

如果通过类似的奖励“挂钩”，
可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全社会浓厚
的献血氛围，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无
偿献血，也不失为一根能“救命”的
稻草。关键在于，奖励政策需要凸
显公平性、人情味。

能否设置一些充满温情而不是
让人咋舌和尴尬的奖励呢？在德
国，一般献血者可以得到15到40欧
元的营养补助费，可能也包括来献
血站的车费等，最多奖励 40 欧元；
在美国，献血者可以无偿观看演唱
会⋯⋯而此次宁波的“献血奖励
新规”，其出发点正是为了营造出无
偿献血既是义务、责任，也是一件光
荣和有尊严感的事的氛围。

为破解血荒，该怎样恰当使出
“献血奇招”？这，考验着制度设计
者和社会监督机制。让合理而有效
的奖励政策出炉，让充满温情的“献
血新政”在阳光下公平公正地实施，
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跨界奖励的是与非

本报讯 （记者 马悦 区委报道
组 郑斌） 最近，家住杭州下城区的
陈新新再也不用羡慕农村伙伴的文
化礼堂了。离她家几步远的巷子
里，新开的潮鸣街道社区文化综合
体内，健身、书画等文体活动精彩纷
呈。“想什么时候来都行，生活一下
子多姿多彩起来了。”

寸土寸金的闹市区，如何满足
居民们的文化需求？今年以来，下城
区整合基层文化资源，在每个街道推
出一个集教育、历史展示、传播、娱乐
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文化阵地——
社区委文化综合体，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 这 里 是 城 里 人 的‘ 文 化 礼
堂’。”下城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说，虽
然室内场地最大的只有 2000 平方
米，小的仅几百平方米，但社区充分
利用公园等延伸空间，让基层文化
辐射至“最后一公里”。

见缝插针、因地制宜，下城区对
街道文化站、楼宇的顶层等进行改
造，通过挖掘整理居民住宅周围的
历史文化遗存、人文自然景观等，把
一段段美好记忆融入社区文化综合
体。天水的唐经幢、武林的沙孟海

书法墙、长庆的丝绸文化、石桥的农
居点变迁⋯⋯连日来，住在大树路
的居民陆洁很自豪，“生活在综合体
的街边巷弄里，周围一座桥、一条
河、一棵老树，都带着历史的记忆。”
与此同时，率先投入使用的潮鸣、朝
晖、文晖、长庆 4 个街道的社区文化
综合体，已然成为市民乐享的“艺术
殿堂”。

社区文化综合体，不仅是中老
年人的活动天地，还时常能捕捉到
年轻人的身影。在文晖街道社区文
化综合体内，小伙子程见对体育健
身设备情有独钟；他的邻居林昱，则
常带着孩子来学习早教课程。“一想
到家门口就有学学练练的地方，觉
得无比幸福。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安
静地看书，大人可以运动、上网。”林
昱笑着说。

此外，文晖街道社区文化综合
体还吸引了周围的楼宇社团，为社
区文化建设注入新元素和新活力。
今年以来，文晖街道举办了书画交
流圆桌会、“吾绘吾家——我心中的
文明城市”等系列活动，为楼宇白领
提供活动和交流平台，丰富了他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因地制宜打造文化综合体

下城：乐园建到家门口

本报天台 10月 12日电 （记者
包敦远） 她两岁患小儿麻痹症，凭
着超人的毅力坚持读到高中；20 岁
又报名参加自学考试，并拿到毕业
证书和浙江省中医医师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30 岁时，在找工作四处碰
壁后，她又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帮助
500人圆就业梦⋯⋯

这个曾经的“轮椅女孩”，在 9
月 10 日生下了可爱的宝宝，升级为

“轮椅妈妈”。她叫倪相莲，天台县
街头镇人（详见本报 2013 年 6 月 7
日《金银花开天台山》报道）。

现年 34 岁的倪相莲，经历过无
数的风风雨雨，从未被困难折服。但
这一次，她焦虑起来：刚出生的儿子
是个早产儿，31周加3天就来到这个
世界，至今仍待在医院的保温箱里。
孩子目前的情况主要是消化不良，不
能自主呼吸，而且贫血。

这一个月，对于倪相莲来说简
直是度日如年。她几乎天天在微信
上求助亲戚朋友，希望能找到高明
的儿科医生，救救自己历经千辛万
苦孕育的骨肉。

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自认
为 34 年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
心的事，在自己还没有收入的时候
就给广西的贫困女生资助学习生活
用品，在办补习班的时候给交不起
学费的学生减免费用，给遭火灾的

农户捐款，把自己配的冻疮水赠予
他人，为朋友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是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我
呢？如果真是我的错，请不要惩罚
在孩子的身上。另外，我郑重声明：
在网上求助，真的只是想找到好的
医生。作为一个母亲，只想自己的
孩子好起来，从没想过叫别人捐款，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当我还
在读书，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村里
叫我去办低保，我都拒绝了，何况现
在好歹能有些收入了。”

很多好心人对倪相莲伸出援助
之手想要捐款，都被她一一婉拒。
不过，倪相莲其实也需要钱，因为她
的资金都投入到温室大棚的建设
中还负了债。为此，倪相莲希望能
快速出售自己公司生产的金银花产
品，现有400斤金银花共4000包，每
包 25 元；另有 10 万棵紫薇苗，毎棵
售价0.5元至0.7元。如果有人愿意
买，就能筹集到给孩子治病的钱。

“只希望以这种方式接受大家的爱
心。”倪相莲说。

爱助人的轮椅妈妈遭遇困境

请专家救救我儿子

走山乡话发展

在武义县履坦镇后桑园村举行的泥地足球赛中，有本土的6支草根男女足球队参赛。 张建成 温君凯 摄

武义农民举办“秋收杯”泥地足球赛。 王东方 摄

塘源口乡猕猴桃基地，游客体验猕猴桃采摘。 郑积亮 摄

同样是受灾的农户，徐达的聪明才
智让人惊叹。田还是那块田，也没什么
大的投入，但是换了个思路，就能开出一
片新天地来。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关键
在于有情怀、视野要开阔。徐达的聪明

就在于，他能够把网络与农业结合起来，
也能准确把握市民乐意亲近自然的心
理，并一步一步去实现计划。又是一个
丰收的季节，各类农产品“卖难”又会陆续
传来，徐达的思路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