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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点子

本报记者 徐齐 见习记者 王艳琼
县委报道组 汪雪琼

本月中旬，江苏一家物流企
业专门来人，要求以每斤 65 元的
价格，收购永嘉县大柏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2 万多斤富铁
有机大米，这也是今年该合作社
生产的全部富铁有机大米。

正值丰收时节，记者来到永
嘉大柏村时，合作社负责人周廷
印正在打包装袋大米准备发往江
苏。他告诉记者，接连几天，他又
接到许多商户的订购电话，但他
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今年的水
稻卖完了。”

相比于市场上两三元一斤的
大米，永嘉大柏村却能卖到 65 元
一 斤 ，贵 了 20 倍 以 上 ，却 仍 一

“米”难求，这是为什么？“因为我
们这儿的富铁大米别处没有，而
且都是纯绿色食品呢！”捧着刚从
碾机下滚过的金灿灿的大米，周
廷印满脸自豪。

永嘉高价富铁大米走俏市场

一粒米，点铁成金

“周大伯”商标已经注册。 汪学斌 摄

金秋10月，举目张望，只见大
柏村层层梯田的水稻刚刚收割完
毕，家家农户在路旁、田间翻晒着
稻谷。

翻开周廷印的种植记录，国稻
8 号水稻，含铁量达每公斤 5.8 毫
克；日本越光稻种，含铁量达每公
斤 5.0 毫克；江苏南粳稻种，含铁
量达每公斤 5.7 至 5.8 毫克；中浙
优 8 号水稻，含铁量达每公斤 5.3
毫克⋯⋯而其他地区，普通水稻的
含铁量仅为每公斤2.0至2.2毫克。

“我们大岙的土地里有‘黄
金’！”大岙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吕金国介绍，1958 年，大岙乡因盛
产铁矿石被列为炼钢基地，农户
花了4年清理铁渣复垦，但田底始
终留有一层厚厚的铁沙，导致水
田水面总泛起一层“红水”。

这个秘密在几年前的一次大
体检中才被乡民们发现。体检结
果显示，在数千村民中，竟只有 2
名有贫血现象。作为浙江省级贫
困乡，贫血是贫困山区的普遍症
状，大岙乡贫血患者比例却出奇
地低。“土里含铁，种出来的大米
含铁量高，村民吃了这些米，贫血
率自然就低了。”吕金国说。

更巧的是，2008 年，作为省级
挂钩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来到
大岙乡开展结对扶贫。研究所人
员实地考察后，对当地稻谷样品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大岙乡的土
壤含铁量非常高，这里的水稻等
作物铁含量明显优于其他地方。

随后，研究所决定与大岙乡
联手试种富铁大米，提供种子和
技术支撑，在此建立生产基地。

“正是有了这块富铁土地，才有了
这里的‘富铁大米’”，中国水稻研
究所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曹
立勇介绍，几年来，研究所在大柏
村不断试种，希望能培育出更高
产、更容易吸收铁等微量元素的
新优化品种。几年间，找上周廷
印的商户多达数十家。然而由于
目前中科院只提供少量种子试
种，富铁大米产量不高，几乎一

“米”难求。

富铁大米，
炼铁地里长“黄金”

走进稻田，记者在 1 米上
下的水稻间捋下几株仔细观
察，发现谷粒颗颗饱满。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
从来不打农药。”2012 年，发现
这块富铁宝地后，周廷印寻思
着，现在越来越多人喜爱绿色
食品，何不尝试种植有机大
米？但“有机”就意味着不打农
药，施有机肥，那么，杀菌的效
果又该如何保证？

坐在饭桌上，周廷印思前
想后。当他看到桌上的白酒，
眼睛一亮，想起自己小时候，家
里人常用白酒清理伤口、杀毒：

“对！白酒，或许就是杀菌的天
然农药呢！”

第二天一早，周廷印挽起

裤腿就跑到田里。他用白酒对
准一喷，密密麻麻爬在稻谷上
的蚰虫立即纷纷落下。而当虫
子们一落，就被水田里的田鱼游
来吃掉了。此后十多天，他几次
来到田间，发现虫子再无生长。
白酒“一鸟二石”地解决了有机
种植和鱼饲料两个问题。

从此，合作社开始了有机
大米种植。原本，秧苗在插田
前 7 天和插田后的 10 至 15 天，
需要喷洒农药，防止虫害。“我
就在这两个时间段改用白酒
喷洒。”周廷印介绍，他一季水
稻喷洒白酒不超过 3 次；而普
通农药需要 4 至 5 次的喷洒，
可能还会有虫害残留。考虑
到每亩稻田一次喷洒需要半

斤白酒，他又请人来用自家大
米酿造白酒。100 斤的大米烧
80 斤白酒，仅 40 来度就可达到
杀菌效果。

不仅如此，周廷印还坚持
不施化肥。每年稻谷收割后，
他就在空出来的田地里撒上紫
云英种子。等到来年 3 月，用
土壤直接翻盖，再播下稻种，埋
在土下的紫云英就成了原始绿
肥。这是以前农户常用的施肥
方式，但现在为了减少土地占
用率、提高产量，好多农户都停
用了。“比起多产多收，有机无
害的大米才是人们健康所需，
不是吗？”周廷印总觉得，传统
的农耕方式蕴藏着很多农场主
值得学习的智慧。

白酒除虫，绿色环保有妙招

衬衫、西裤、皮鞋，走在田
间，身材不高的周廷印，一弯腰
就轻易地淹没在稻谷丛中。

2009 年，大岙乡发展种植
业，原乡党委书记谷华鲁找到
了在江苏做生意的周廷印。“你
创业能力强，又有号召力，还是
回乡种田吧！”起初周廷印心里
没底，但在村书记的盛情邀请
下，他还是回到了大柏村，拿出
多年积蓄，筹建合作社，流转
128 亩土地，邀请村民参股，准
备大干一场。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购买，
“富铁大米”让大柏村出了名，
也点亮了农民致富的希望。

“我种了 40 多年的田，没
想到现在能种出这么值钱的
稻谷。”村里农户汪树送告诉
记 者 ，以 前 大 米 每 斤 只 卖 2
元，当发现是富铁大米后，各
家大米价格就涨到每斤 12.8

元。“其实我们也想尝尝自己
亲手种的大米，不过实在是舍
不得啊。”汪树送虽然嘴上说

“舍不得”，但脸上写满了幸
福。

郁郁葱葱的稻田间，处处
留下周廷印的身影。查看害
虫，观察稻谷，忙前忙后的他，
全然没有了 6 年前商人的影
子。

“我 从 来 没 为 家 乡 做 什
么，感觉这次回来很有意义。”
周廷印介绍，近几年，回乡种
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许多村
民 还 把 多 年 的 荒 田 重 新 复
垦。今年，他已流转了大岙乡
农户 1918 亩农田，准备明年
开垦 800 亩，提供种子和技术
指导，与农户合作种植，等稻
谷收获后，再花高价从农户手
中收购。这样，农户种着自己
的田，又有租金收入，加上被

收购的稻谷，农户的收入就更
多了。

看到大岙农户因为种植
富铁水稻增收了，应坑村也
有人找上门来，希望加入种
植富铁水稻。而沙头镇一位
种 粮 大 户 上 门 欲 购 富 铁 大
米的稻种。“其实，是因为土
地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被
水稻吸收后才生产出富铁大
米，并不是种子的缘故。所
以，其他地区农户有种植‘富
铁’作物的想法，首先得进行
土 壤 检 测 ，符 合 条 件 才 可
以。”周廷印笑着说。

眼下，周廷印正计划着投
资建设管理房、引进烘干和碾
米流水线，增设米粉粉丝、粉条
的加工生产线。最近，他注册
了“周大伯”商标，一个富铁大
米及副产品的品牌梦早已在他
心中酝酿。

回乡种田，带动致富新希望回乡种田，带动致富新希望

农民们在翻晒稻谷。 周廷印在田间查看水稻。

打稻机正在对稻谷进行脱粒。汪学斌 摄

达人秀

本报记者 刘治浪 通讯员 金宗炳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
放了一部《蚊虫终结者》的电视纪录
片。这部长达 55 分钟的纪录片，详
细介绍了温岭市一位与蚊子过不去
的农民发明家施金驰的故事。片中，
温岭一家大型现代化万头养猪场场
长陈磊向央视记者介绍：“我们养猪
场使用了施金驰发明的灭蚊灯，效果
非常好，一盏灯一夜能捕获八九万只
蚊子，猪晚上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施金驰，一位家住温岭革命老区
坞根镇沙山村的地道农民，怎么就与
蚊虫过不去呢？他又是怎样走上发
明畜牧业灭蚊器、食用菌杀虫灯和粮
食杀虫灯攻关道路的呢？

10 多年前，施金驰在养猪场帮
忙，发现夏夜里养猪场常会发出一阵
阵骚动。他赶去查看，发现猪身上全
是蚊子叮咬的痕迹。猖獗的蚊子干
扰了猪的睡眠，严重影响其夜间长
膘，给养殖户造成很大损失。从那以
后，施金驰就和蚊子较上了劲，昼伏
夜出地在养猪场转悠，决定找到一种
能大量消灭蚊子的办法。

受电视荧光屏吸引蚊虫的启发，
施金驰想到用荧光灯管诱捕蚊子。于
是，他跑到市场上买来塑料水管和塑
料盆，将塑料水管锯成一段一段的，用
来做灭蚊器的筒身，又用锯子将塑料
水管锯成一个个小缺口，好让蚊子飞
进去，用塑料盆做灭蚊器的盖子。诱
捕蚊子的“小房子”做好后，他又买来
几百根小荧光灯管，同时搭配一种微
型电风机，用它们来把蚊子吹到灯筒
里去。

灭蚊灯样品出来后，施金驰把产
品拿到养猪场去测试。他把灭蚊灯
挂到养猪场，观察蚊子的生活习性以
及对灯光的兴趣程度，每夜都要在养
猪场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下半夜再回
到家里改进。

最难受的是在下雨天。那时蚊
子最多，猪圈里的气味更难受，当他
穿着雨衣走进猪圈时，有几次差点被
里面的臭味熏晕。最糟糕的是，从市
场上买回来的那批小荧光灯管寿命
短，最长的只能亮一个月，最短的只
有一个星期，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

2007年上半年，他得知北京一位
老教授专门研究“灯光”，便坐了一天
一夜的长途汽车，从温岭跑到北京找
到那位教授。教授说，灯光中紫外线
波段的强弱才是诱捕蚊子的关键。

教授一席话，让这位农民“研究
员”找到了方向。回到温岭后，施金
驰重点攻克灭蚊器的灯管。当使用
寿命达3万至5万小时的光触媒电子
灯研制成功时，他早就记不清自己曾
失败过多少次了。2008 年，他的这
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权，并投入批
量生产。

施金驰发明的灭蚊器采用仿声
原理制作，利用蚊子喜好的特殊紫外
线波段将蚊子吸引过来，再利用静音
风扇将蚊子吹进容器里。由于夏天
蚊子太多，风扇打下的蚊子把容器的
上部都堵住了。随后，施金驰改“吹”
为“吸”，就是将安在灭蚊器容器顶部
的风扇，移到灭蚊器容器的底部，将
顶部的蚊子吸进来风干。这一改动，
又让他拿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灭蚊
器下吸专利证书。

他还“舍身喂蚊”，在自己身上涂
一些有香味的东西，看看蚊子来不来
叮咬，最后研究出了能引诱蚊子的光
波和气味，把这些应用到一种灭蚊灯
里，每盏灯每天夜里能消灭四五万只
蚊子。

夏季农村经常停电，停电后诱捕
进来的蚊子要逃走。怎么防止几万
只“被捕”的蚊子逃跑？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也逼着施金驰不断去完善他
的发明，经过多次改进，防逃装置开
始出现在灭蚊器上。

施金驰发明的灭蚊器功率小，每
台灭蚊器只需 1.5 瓦，灭蚊面积可达
80 平方米。新产品不仅对蚊子“杀
无赦”，对空气中的大肠杆菌、葡萄球
菌的杀菌率更达到了99%，做到了真
正的高效灭蚊。最初因养猪场的遭
遇而研制的灭蚊器，不仅解决了养猪
场的难题，在养牛场、养羊场、养鸡
场、养鸽场同样有了用武之地。如
今，连德国的养殖场也用上了他的灭
蚊器。

后来，温岭一蘑菇种植大户陈雪
亮和杭州临安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
得知施金驰发明第一代灭蚊灯的消
息，纷纷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忙解决
大棚蘑菇房内的菇蚊、菇蝇问题。施
金驰得知后，带上材料和工具在蘑菇
房里观察，发现吃食用菌的菇蚊、菇
蝇和普通的蚊子对光波的喜好不一
样。回家后，他不断观察、改进，发明
了神奇的“食用菌专用杀虫灯”。

这种灯形似葫芦形，下面挂一
个大袋子，挂在菌菇的大棚里，一
夜可诱捕成千上万只小菇蚊。施
金驰采用科学的光源和特质的灯
管，给菇蚊设计了一个陷阱，通过
发射特殊波段，让菇蚊傻乎乎地钻
进灯里。施金驰介绍，杀虫灯悬挂
不 能 太 高 ，因 为 菇 蚊 不 喜 欢 飞 太
高；挂的位置要经常变化，菇蚊反
应很灵敏，一旦发现这个陷阱，就
不会再来了；同时，诱捕菇蚊要掌
握好时间，黄昏是菇蚊最活跃的时
间段。为预防菇蚊的繁衍，在新建
大棚时就应该放几盏灯诱捕。

施金驰，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就这样凭着坚持不懈的毅力，成了蚊
虫的终结者。清华大学副教授张文
增对他的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
施金驰这位土专家为养殖大户、种植
大户帮了大忙。

温岭农民研发高效灭蚊杀虫灯

灭蚊虫，看我的

10月20日，桐乡市凤鸣街道中群村中，菊农采摘杭白菊花苞。随着近几年当地农
村淘宝的发展，杭白菊搭上了电商快车远销海内外。目前，新鲜胎菊收购价格达到了
每公斤16元。沈志成 张潘丽 摄

10月19日，遂昌县石练镇菊米种植户在采摘菊米。据悉，该县今年菊米种植达到
6000亩，预计产量240吨。章建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