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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溪11月5日电
记者 徐贤飞
市委报道组 王寅锋

深秋的田野，只有高粱还挺
着高傲的头颅。金色的稻田，一
茬茬地收割，都已颗粒归仓。留
下几粒稻穗，一群鸡在寻啜着。

高瑞珍一个人呆在棉花田
里。7 亩棉田，采完东边的，西边
那丘又吐出了。丰收有喜悦，但
她也有“哀怨”：“都是他闹的。我
本来在工厂里打零工挺好的，每
个月上十来天班，有 2000 元收
入。非得要自己承包田来种棉
花，我也只能呆在田里了。”

她的“他”，是兰溪市水亭畲
族乡农技站长项庆奶，51 岁，戴
副眼镜，身穿黑点衬衫，脸庞黝
黑。看着妻子双手打着的五六个
创可贴，他腼腆地笑笑：“我们老
家的田几年前就被征用了，我包
了这块田，又让她风吹日晒了。”

1985 年，原汪高岭乡招农技
员。项庆奶专业对口，一举考
中。2000 年，他调入水亭，2006
年成了水亭乡农技站站长。

长年与农业、农民打交道，养
成他纯朴又直率的性格。而农业
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显

得弱势，又让他很担忧。
“兰溪本来是没有抛荒田的，

这些年也能看到了。种田的也都
是些老农民，勤劳、保守，不愿尝试
新种植方法。”项庆奶说，这就是他
承包田的原因。水亭乡有5000亩
棉花田，棉花田里套种鲜食春大豆
效益不错，但没人愿意尝试。这项
技术在水亭推广不开。

说给农民听，不如种给农民
看。去年，项庆奶包了1.2亩地小
搞搞，收益不错。棉花收入不算，
光鲜豆荚就卖了 1000 元。今年，
他加大力度，一口气把边上的几
亩抛荒田全包了。

3 月种春大豆，5 月播棉花；6

月收大豆，10 月起摘棉花。项庆
奶白天上班，根本忙不过来。已
转行为产业工人多年的妻子，又
被叫回到田里。“还是工厂好，有
姐妹们说说话，不要风吹太阳晒
的，手也不会被棉花梗戳得七孔
八洞的。”高瑞珍说。

项庆奶憨憨地笑着说：“不要
着急，已经有农民‘上钩’的了。隔
壁田的周阿喜几次问我要春大豆的
种子；还托我买棉花脱叶催熟剂。”

农业种植，坐在办公室想想，
与自己亲身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项庆奶把妻子“拖下水”，就得受
妻子抱怨。比如，早晨采棉，露水
太湿，棉花叶太多，采摘不便。“我

就在想，人家新疆是怎么办的？
我上网仔细看新疆的新闻，发现
他们棉花采摘时，几乎没什么叶
子。”项庆奶发现这个秘密后，迅
速找到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请求
技术支持。原来，他们用了一种
棉花脱叶催熟剂。在70%棉桃裂
开时用上，7 天后叶子就能脱掉，
20天后能够快速吐絮。

看着叶子脱掉，看着棉桃吐
絮快，周阿喜到项庆奶的试验棉
田，比到自家的田还勤。“我也要学
点来。每年采棉花时，都被家里人
抱怨难采呢。”周阿喜告诉记者。

在棉花田里，项庆奶算了笔
账，今年棉花品种有“中棉所 87”
和“鄂棉 10”，亩产 260 公斤，按照
目前每公斤 6.4 元的收购价，7 亩
地的效益达 11648 元。6 月收获
的春大豆亩产 250 公斤，收购价
每公斤 5 元，效益 8750 元。一年
种下来，收入突破两万元。

“那是普通农民家会有的收
入。我们的田是每亩 600 元一年
包来的，采棉花、采豆荚我忙不过
来，全是雇人的。雇工费一除，也
没几个钱了。”高瑞珍又“戳穿”了
老伴。但她也说，老项是想给农
民试验一条科技增收的路子，她
虽有抱怨，心底里也是支持的。

兰溪农技站长回乡推广科技种棉

承包抛荒田 示范新技术

走基层 话增收

本报缙云11月5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朱映归 刘斌

括苍山林场腹地，海拔 800
米的山上，缙云县宏峰西红花专
业合作社 1300 多平方米的花丝
培养房里，两万来斤西红花正在
开花。西红花是一种名贵中药，
从西域经西藏传到内地，故而又
名“藏红花”。

下午 1 时，74 岁和 65 岁的两
位应姓老太刚放下碗筷，就来到
培养房摘花。淡紫色的西红花裹
着西洋红色的花蕊，被两双灵巧
的手一一摘下，扔进了老太身上
背着的小竹篓里。

“西红花开花有大小日，昨天
是大日，要二三十个人摘；今天是
小日，只要三四个人。”两位老太
边摘边说，手上速度丝毫不减。
西红花只有一个月花期，这一个
月中，工人们从早上 6 时许开始，
一直要忙到下午 5 时。像今天这
样的“小日”，很多工人坐老板的
车回村干自己的活去了。

“这花很娇贵，开花时温度要
在14摄氏度左右，湿度要在60度
以上。”合作社的大管家陈祝强是
缙云县舒洪镇人。他指指脚上的
塑料套鞋和地上的积水说：“湿度
不够，我就在地上浇点水。”每年4
月，天气转暖，西红花要从地里搬
到培养房；头两个月房间里不能见
阳光；等长出六七厘米的芽后，光
照又需充足。11 月摘花取花蕊，
摘完后，又要把花球种到田里。

陈祝强2009年到广东惠州承

包鱼塘，去年回家听说有人在种
一种名贵中药，就主动找上了应
兆土。“养鱼风险大，种西红花是
个技术活。但是，要是学会了这
门技术，一定不会比养鱼差，而且
可以在家门口赚钱。”他笑着说。

和陈祝强一样常年在合作社
工作的有 52 人，都是合作社所在
的南弄村及周边村村民。他们按
月拿工资。“男工每月 3000 元，女
工每月 2000 元，可比外出打工舒
服。”60 岁的壶镇人唐周说。为
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应兆土实行
西红花和紫米轮种。老唐今年刚

过来，在田里干活。
从培养房出来，记者碰到了

应兆土。今年65岁的应兆土中等
个，皮肤黝黑。出身中药世家的
他，在寻找项目时偶然间看到了
西红花，觉得可以一试，就一个人
进山搭茅草棚开始试种。第一年
种了1亩，收了8两。第二年种了
7亩，每亩收1斤。今年种了50多
亩，最多的 1 亩收了 1 斤 2 两。期
间，他向专家请教，自己翻查资
料，还把原来上山的羊肠小道拓
宽成了可以跑小车的砂石路。

“西红花亩产大概在 1 斤左

右，我们的技术已比较成熟。明
年，我们要再增加 25 亩。原先这
里都是荒山，离最近的村也有五
六公里，几乎没有路。去年，我们
这里通了电；明年道路硬化；之
后，我们打算在那边筹建一个西
红花养生园。”应兆土指着合作社
东边一片光秃秃的山地说。

市场价 4 万元 1 斤！西红花
的巨大收益，让周边村民看到了
发家致富的路子。今年，已经有
10多户村民向应兆土订购了大约
1万斤的花种。其中，他所在的南
弄村就有6户订了共计7000斤。

缙云深山农民种植珍贵中药

一株西红花 开出致富路

本报嵊州11月5日电 （见习记
者 陈佳莹 市委报道组 施展） 今
天上午，第七届中国（嵊州）电机·厨
具展览会暨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
嵊州启幕。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上
海、广东、台湾等 11 个省市（地区）
共 261 家电机、电器生产企业参展，
共设展位 676个。

“每年通过这三天的展会，都能
提升10%左右的销售额。这次我们
展出了具有负氧离子发射装置和自
动清洗功能的新产品。”嵊州本地厨
具企业奥帅电器负责人俞鑫波告诉

记者，连续参加了七届，企业的品牌
和口碑通过展会不断在业界传播，
知名度和销量都有大幅攀升。

随着一届又一届展会的举办，
“机器换人”、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
用已成为嵊州电机与厨具产业的发
展方向。尤其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
厨具产业，集成灶、烤箱、蒸炉等产
品层出不穷，数控激光切割机、焊接
机、折弯机等设备纷纷成为厨具企
业转型升级的“抓手”，而这些设备
80%以上的信息均来自历年的电机
展。

电机厨具汇展嵊州

包璇漪

乌镇戏剧节进行时。买了票
从杭州直奔乌镇，是冲着名导田沁
鑫的开幕大戏《青蛇》去的。到了
现场，惊艳超乎想像。

西湖边的传奇故事，天造地设
一般合该就在乌镇上演。雕梁画
栋的大原木变成露天舞台的门楣，
幕天席地，布景巧妙借用了古镇的
粉墙黛瓦、拱桥流水，看青蛇、白蛇
袅袅行来，中国文化的蕴藉典雅之
美，呼之欲出。雨丝绵绵密密，却
座无虚席。

这已是乌镇举办的第二届戏
剧节。在门口票房，就听见有香
港、台湾的观众在交流。大戏散场
后，咖啡吧和民宿里，金发碧眼的
来客众多。不管是来演戏还是来
看戏，人们一同沉醉在桨声灯影里
了。

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导演赖
声川说，乌镇戏剧节是最艰难也是
最简单的一个梦。画家陈丹青说，
戏剧节、木心美术馆等，让乌镇不
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小镇，而将成

为一个文化的小镇，这是非常美好
的一件事。

建设“两美”浙江，我们身边的
小镇，如果都能释放想像，用心造
梦，那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美丽乡村建设，经过美化、净
化、洁化这样的“初级阶段”，经过拆
违植绿和五水共治，该怎样在新空
间里描摹出一个个浙江小镇的个性
之美？造梦，是需要政府官员和当
地百姓开动想像力的大事。

曾去过常州中华恐龙园，便觉
很有启发。常州古称龙城，却跟
恐龙没有丝毫关联。由一个“无
中生有”的创想开端，十余年经营
下来，现在这里“长”出了一个综
合 性 主 题 游 乐 园 ，包 括 博 物 、科
普、游乐、演艺、温泉、酒店以及动
漫制作、商品开发等，形成了一条
产业链。

创意飞扬，梦想真美。在乌镇
最美妙的感受，来自于步行到水剧
场前，路过一家小店买酱豆腐、酱
鸭胗，只见老板娘喜滋滋递来小
吃，说：“你们是来看戏的吧，待会
儿，我们也去！”

小镇造梦 创意飞扬

采摘西红花的两位应老太太。

本报嘉兴 11 月 5 日电 （记者
李茸） 今天上午，由嘉兴市委、市政
府授权嘉兴市新闻办主办的“嘉兴
发布”新媒体平台，在腾讯微博、微
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上线运行。市
民一点手机，就可以及时掌握嘉兴
大事，了解民生实用信息以及突发
热点事件的权威回应。

据悉，“嘉兴发布”由主发布、

市新闻办和市级部门、市直单位
及市内主要媒体官方微博、微信
群组成，设置了权威发布、政策解
读、民生热点、美丽嘉兴等栏目，
今后发布信息的类别主要为：党
务、政务信息；市委、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信息；各类民生服务信息；

“微访谈”、“微直播”和评论回复
等互动信息。

“嘉兴发布”上线

本报温州 11 月 5 日电 （记者
王益敏 翁浩浩 通讯员 赖冰山 胡
利淮 刘祥龙） 今天上午 7 时 30 分
左右，温州市瓯海区宁波路郭溪浦
北段一高架桥搭建工地内，发生施
工桥梁倒塌事故，造成一名施工人
员被埋压身亡。

接警后，当地消防、派出所等
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经了解，
现场有两根高架桥横梁掉落，导致
一名作业工人被压，消防官兵立刻
利用铁锨、铁挺等工具对被压工人

下方的碎石进行清理。由于被压
工人下方石块较大，消防官兵施救
工具有限，只得联系工地负责人，
调来大型挖掘机，协助施救。经过
半个小时的援救，上午 8 时 15 分
许，消防官兵徒手刨挖，把被压工
人救出。但此时，该工人已没有生
命体征。

该施工段属于金温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区域内地形复杂，施工难度
大。目前，事故原因相关部门正在
调查之中。

温州一施工桥梁倒塌

本报义乌 11 月 5 日电 （记者
梁国瑞 市委报道组 龚献明）今晚
10 时 53 分，一列义乌小商品专列，
经义乌海关施封、查验、监管后，从
义乌西站徐徐驶出，到达宁波港后
将直接装船，再发往世界各地。这
是义乌作为“始发港”发出的第一个
专列。

2013 年 5 月，义乌被联合国亚
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式列入国际陆
港城市，成为我国东部地区唯一被
列入的内陆城市。建设国际陆港城
市，将打破制约内陆地区的国际物

流瓶颈，有利于实现陆地国际物流
与海洋国际物流的无缝连接，减少
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环节，加快通关
速度，使内陆地区具有完备齐全的
国际港口运行机制和方便快捷的国
际物流操作体系。

义乌市物流办副主任何福龙
说，此前义乌货物要从宁波港起运的
提单，显示的始发地是宁波港；而此
次义乌直接签发全程联运提单，所有
的提箱、装箱都在义乌完成，真正实
现了义乌作为无水港的全部功能，

“这等于把海港码头移到了义乌，真

正实现了义乌作为始发港的功能。”
宁波国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义乌分公司总经理崔叶先在义乌
经商已有十多年时间。这次，公司
装运了 10 多个标箱的小商品，它们
都是从义乌市场采购的。“以往要先
在宁波提箱、义乌装箱后，再返回宁
波港，前后时间需八九个小时；如今
直接在义乌提箱，再通过铁路运到
宁波港，前后时间只要两三个小
时。虽然运费上相差不大，但手续
上却大大简化了。”崔叶先说。

“这种将义乌港视为起运港口，

提单后直接在义乌签单的‘铁路+海
运’多式联运模式，在浙江省内还是
首次启用。”据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延伸业务部副总经理郑美琴
说，今天这趟专列总共装有 27 个 40
英尺集装箱（相当于2个标箱），内部
装满了从义乌市场采购的鞋帽等各
式日用品。通过铁路到达宁波港
后，再发往欧州、中东，以及地中海、
红海沿岸的国家。“下星期还将有三
班，今后还会逐渐增多。等运行正
常后，周一至周五，每天都将开通一
班。”郑美琴说。

打破国际物流瓶颈 实现无水港功能

义乌“始发港”发出首个专列

本报天台11月5日电 （县委报
道组 徐平 记者 嵇哲）“首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将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
至 21 日在中国浙江桐乡乌镇举行，
我来自‘济公故里’中国浙江天台山，
我在（所在地）承诺：‘一：文明上网，
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二：传递此
信息时，我会写上自己家乡的名字，
通过互联网让自己的家乡传遍全球
每一个角落。三：我会将此信息在自
己朋友圈发布后，并通过私信发给两
个外地朋友，请他们一起转发，传递
正能量。”今天，远在美国的天台乡贤
祝郝阳发出了这条微信。

11 月 2 日下午，天台网友自发
开展“关注网络盛会 倡导文明上

网 推介我的家乡”主题网络宣传活
动，通过活动倡导网民不传谣、不造
谣、不信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环境。活动中，该县知名人士、在
外乡贤纷纷踊跃参与，名人效应助
推了活动的有效传播。网友们发出
了共同的声音：做文明网民，要从自
身做起，从身边朋友做起，从每个网
友做起。

截至目前，此活动已在全国各
省、市、县，以及美国、印尼、柬埔寨
等海外国家的天台人微信圈转发 1
万多次；全国各地网友积极响应，据
初步估算，约有 10 万人次参与活
动，大家在不断复制转发中传递了
网络好声音。

天台倡议文明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