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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下身子，摘掉一片被虫蛀了的西
蓝花叶子，温岭红日供销有限公司董事
长江福初的神情仿佛在精心照料着自己
的孩子。深冬时节寒气浓，温岭市箬横
镇的农田里一垄垄西蓝花长势喜人，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

江福初很忙，但他最喜欢的事情还
是和土地打交道，脸庞晒得黝黑，脚底沾
着泥土。“我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最大
的心愿就是让农民都过上好日子。”怀揣
着这样朴素的心愿，被当地菜农戏称为

“菜王”的江福初通过“公司基地+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户”的方式，利用合作
社带动 51 户社员、辐射周边 600 多户农
民就业致富，经营面积超过 1.1 万亩。
不仅如此，他还将帮扶的援手伸到了四
川茂县，帮助当地名优特农产品走向全
国各地。

标准化种植
以高品质打响品牌
西蓝花已经上市 1 个月了，江福初

和社员王正元蹲在田埂上，查看肥水管
理情况，口中直呼“不错，卖相好”。

王正元种了 80 亩“浙青 80”西蓝
花，他两手一摊，乐呵呵地说：“我反正跟
着老江干，种子化肥都是老江安排好的，
不用操心。现在价格好，能卖到两块八
一斤呢。”

合作社采取统一种植模式、统一品
种、统一用肥、统一防病治虫、统一采收
检测的方式，实现全流程管控。社员若
是没有销售渠道，江福初会以高于市场
价每斤一角钱的价格收购，直接从田埂
上运走。

今年 57 岁的江福初出身贫苦农
家 ，在 外 闯 荡 后 选 择 回 归 熟 悉 的 家
乡 。 2007 年 ，他 的 种 植 面 积 扩 大 到
200 多亩，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单打独
斗成不了大气候，必须抱团经营，才能
在市场风浪中站稳脚跟。”2008 年，在
箬横镇政府的支持下，江福初牵头联
合 10 户社员，创建了温岭市红日农业
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 1450 亩。
如今社员已增至 51 户，合作社也成长

为集粮食、蔬菜、水果种植、加工、储
运、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性农民
专业合作社。

江福初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自信有“两把刷子”。“但咱再懂能懂得
过专家？现在只会蒙头种地不行，要敢
于尝试新品种、新技术。”他跑动最勤的
是培训会、观摩会、农博会，江福初“削
尖了脑袋”了解市场，结识人脉，积极跟
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每年我们
都会请专家过来，走进田间地头来精准
教学。”江福初介绍，“浙青 80”等良种就
是他从省农科院拿来试种后推广给农
户的。

近年来，合作社不断健全标准化推
广示范服务体系，建立西蓝花标准化栽
培推广示范核心基地，把标准转化成农
民“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上”的
技术。江福初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仅以施肥为例，采取喷灌施肥，比人
工施肥每亩地节省成本 300 元；“浙青
80”田间表现性状好，亩产高，每亩地比
普通品种增产200公斤。

从一开始就坚持“品质为王”，他
们的瓜果蔬菜品牌不断打响，如今，

“红歆”牌西蓝花在全国已有 20 多个销
售网点。去年，他们的生产基地还入
选 第 九 批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菜 篮 子 ”
名单。

冷链深加工
破解看天吃饭难题
不久前的一天，几辆长 13.6 米的重

型大卡停在红日合作社外，工人们上上
下下，忙着将满车的滞销白菜花卸货。

“一车能装 20 吨，这是今天送来深加工
的第5辆大车了，近到隔壁邻里，远至甘
肃、安徽，各地拉过来的都有。”江福初
说，由于气温持续较高，白菜花提前成
熟，大批量集中上市，造成供大于求，价
格从高点每斤 2.5 元暴跌至 0.5 元还没
人要，行情惨淡。

“老江，我这边有100多吨白菜花卖
不出去，你这边收不收？”箬横镇浦北村
的菜农江云富种了 300 亩白菜花，眼看

着血本无归，愁得嘴角冒泡。江福初扒
拉着车上的白菜花瞅了瞅，“收，你这个
不赶紧收割掉，开花了就一分不值了，要
快点。”江云富连声道谢，成本一斤就要
1 元了，收购价一斤 0.5 元，好歹能挽回
一部分损失。

“做深加工的初衷，就是想帮助周边
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江福初
说，菜贱伤农，遇到蔬菜产量大年，农户
不仅卖不到好价钱，而且因为销路不好
还会有不少烂在地里。每次看到这种情
况，他都极为痛心。以前温岭当地人甚
至把蔬菜运到山东等地进行加工，大费
周折。江福初花了近 3 年时间，先后考
察了山东、慈溪等地的蔬菜加工流水线
工厂。2018年，他与几家生产主体共同
投资 2500 多万元，引进国内领先、年产
达 1.5 万吨的蔬菜精深加工配套流水
线，改变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宿
命”。眼下，白菜花滞销范围覆盖周边乡
镇6000多亩地，江福初半个多月就统购
了三四百吨，帮助 600 多位农户解决销
路问题。

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家住箬横镇胜
利村的杨阿婆就准时到合作社上班。她
笑呵呵地说：“我60多岁了，很难找到合
适的打工地方，在这边一天干下来能有
100 多元呢。”像杨阿婆这样的员工，合
作社有 200 多人，旺季时更是多达三四
百人。

生产车间内，“杨阿婆们”挥动菜
刀，利落地将蔬菜切块、分级、挑拣，将
白菜花处理后，或流转到自动化深加工
流水线上，或送入冷藏室暂存。“除了原
料甄别、切块和入料工序需要人工完
成，其他工序都采用自动化流水线生
产。”江福初说，清洗、杀青、烧熟、预冷、
沥水、速冻等 10 多道工序只要 8 分钟，
蔬菜便可完成从滞销品到“香饽饽”的
蜕变。

进军云市场
助农增收走得更远
为了赋予产品独特风味，江福初请

来调味大师技术入股，研发的第一个产

品腌制“花菜梗”投放市场后好评如潮，
目前，已有腌制西蓝花、芥菜心、娃娃菜
等 15 个产品卖到全国各地的农贸市
场。“一部分小土豆、白菜花的原料，来自
2000 多公里外的山城——四川茂县。”
江福初说。

四川茂县是台州的对口帮扶点，
盛产甜椒、番茄等高山蔬菜，蔬菜产
量年均 13 万吨，虽然绿色优质，但由
于 销 售 渠 道 单 一 ，往 往 卖 不 出 好
价格。

2019 年，江福初响应政府号召，在
茂县设立了分公司，帮助茂县的名优特
农产品走向全国各地。“我们设立了莴
笋、花椒、芸豆和金瓜等种植基地，形成
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达到东
西部优势互补，既帮助了他们，又解决了
我们自身品类不全的问题。”江福初说，
第一年茂县分公司销售额达到700多万
元，2022 年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通过
订单农业，惠及452名困难群众，还为当
地 100 多名群众提供了季节性务工岗
位，人均增收万余元。

得益于良好的口碑，一个个寻求
优 质 农 产 品 的 电 商 平 台 闻 声 而 来 。
跟拼多多的结缘，缘于一次“双向选
择”。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江福
初开始考虑网络销售，“当时拼多多刚
开了‘多多买菜’平台，经朋友牵线搭
桥，我们一拍即合。”目前，在拼多多上
日均单量有 6000 单左右，最高超过 1 万
单。搭上电商平台的东风，自家种的好
东西不愁销路，而尝到“云市场”甜头的
江福初还将助农增收的触角延伸到更
远的地方。采购的车辆带回最新鲜的
蔬果，湖北恩施的娃娃菜、丽水的茭白、
甘肃的蔬菜等，都陆续出现在他的“菜
单”上。

对 于 线 上 销
售，江福初笑称自
己是个“迟到者”。

“虽迟未晚，走在对
农 民 有 帮 助 的 路
上，就是正确的道
路。”江福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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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静 共享联盟·温岭 江文辉 金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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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福初
温岭红日供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建立西蓝花标准化栽培推广示范

核心基地，引进蔬菜精深加工配套流水线，打造集粮食、蔬菜、水果种
植、加工、储运、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公
司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方式，带领周边 600 多户农民一起
致富。

“你瞧，这个就是蓟马啃食留下的
‘证据’。这种小虫子专门刺吸植物的汁
液！”半蹲在田垄里，59 岁的王旭强拔起
一株叶脉发黑的草莓幼苗给记者“科普”
道，“蓟马这种害虫对草莓产量影响很
大，这两年我们一直在研究，是否能在育
苗环节就把它消灭掉。”

作为慈溪市坎墩街道的一名基层
农技员，这样的田间“巡诊”是王旭强的
日常。防治病虫害、推广新品种、组织
培训⋯⋯一年到头，王旭强忙这忙那，
脚步不停。农户看到他都会亲切地喊声

“王老师”。
农技员是一个传统岗位，听起来带

着乡土味，王旭强却很能“赶新潮”。从
业40年来，他钻研新技术、研究新情况、
开拓新思路，引进推广新品种近 30 个，
推广面积 4 万余亩，主持参与 20 多个农
业科学研究项目，发表了 50 多篇论文。
去年，他评上了推广研究员，成为全省唯
一一位正高级职称乡镇农技员。

建 10 多个微信群的
超级群主

一双旅游鞋，一件休闲夹克。走在
慈溪坎墩现代农业园区的田间小路上，
王旭强脚步轻快，一点不像是“60后”。

“这段时间天气低温多雨，草莓容易
发生灰霉病，夜里一定要注意保暖防
冻。”草莓田里，王旭强手把手指导一名
年轻农户进行覆膜操作。

1982 年,农校毕业的王旭强到坎墩
镇当起了乡镇农技员。一转眼，王旭强
已在田间地头干了40年，昔日初出茅庐
的小年轻，成了农户眼里啥都懂的“王老
师”。“我们那届学生，到现在还在搞农业
的估计也就两三个人。”王旭强笑着说，
自己不是没机会跳槽，但他总觉得自己
是吃这碗饭的，非干出点成绩不可。

农技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农户解决技
术问题。王旭强脑筋活、爱琢磨，不少疑
难杂症到他手里“药到病除”。前不久，
农户胡泽家的十几亩草莓忽然发生了烧
叶状况，叶片变得焦黄。王旭强到现场
一看，很快断定是施肥不当引起的。“草
莓刚种下去比较娇嫩，随意施肥很容易
造成土壤盐分高，植株水分吸收不进
去。”王旭强当即给胡师傅提出了补救建
议，并在草莓群里提醒其他农户，一定要

肥水同施。
“那次多亏王老师及时赶到，不然今

年的收成就要泡汤了！”说起王旭强，胡
泽竖起大拇指。

一个多小时转下来，记者后背都出
了汗，走在前头的王旭强却仍步履轻
快。“这个季节温差大，多跑跑，地里的情
况才能随时掌握。”他说。没考出驾照
前，王旭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坎墩
的角角落落。如今有车了，农户碰到了
什么技术难题，王旭强总是第一时间到
现场查看情况、帮忙出点子。因为技术
好、人又随和，当地不少农户都跟王旭强
成了好朋友。

根据作物种类不同，王旭强建起十
多个技术服务微信群，自己当起“超级群
主”；为提高病害防治效率，他又专门申
请了手机网盘，将多年来的处置病例逐
一存档。

“网盘里差不多有 5000 多张照片
了，最早的估计有10多年历史了。”王旭
强告诉记者，每种病害都有不同特点，有
的病害看似差不多，原理完全不同。“有
了这些照片，一旦发现状况就能第一时
间进行对照分析，很方便。”

不断钻研新技术的
老专家

熟悉王旭强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爱
研究、善研究的人。“农技人员不仅要会
看病治病，还要帮农户进行精细化管理，
不钻研可不行。”王旭强说。

在慈溪，小番茄新品种因为效益好，
颇受当地农户青睐。但王旭强发现，慈溪
当地农户在种“浙樱粉1号”时没有打顶

（掐去作物的顶尖使之增产）的习惯。“这
个种植习惯直接影响产量。”他介绍，打了
顶的小番茄两个枝条能平衡结果，比不打
顶能结更多的果，而且品质也更好。于
是，王旭强手把手教农民如何打顶。这个
新技术很快在农户中推广开来。

又一次，王旭强注意到另外一个番茄
新品种“黄妃”的产量和品质不稳定，农户
们很犯愁。王旭强在查阅大量资料并进
行试验后发现，这个品种应该进行疏花疏
果，通过人为去除过多的花和幼果，才能
保证整个花期都能产出优质的番茄。

“果蔬的品质上去了，价格也就能卖
上去。农业可不能光看产量啊！”聊起近

两年的研究成果，王旭强语速飞快，语气
中颇为自豪。

瞄准增产增收的目标，王旭强和种
植户紧密合作，从一两亩的小范围试种
到几十亩的推广示范，一个个农业科技
新项目在坎墩现代农业园落了地。在大
学生农创客胡晶金的农场里，记者发现
了一块“迷你”试验田，这是王旭强专门
开辟出来做研究用的。番茄疏果、花生
培土⋯⋯一项项说明书里没有的新技
术，在这里得到验证。

“农业就是这样，一项新技术必须亲
自试过才知道有没有用。”王旭强不但自
己爱钻研，还乐于给农户搭建平台，鼓励
大家互学互鉴，共同进步。组织座谈会、
开田间课堂⋯⋯在他的带动下，农户们
的种植水平进步很快，“有的大学生农民
在某些方面已经比我还要专业了！”王旭
强骄傲地说。

在王旭强的努力下，坎墩街道一改
多年来种类单一、经济效益不佳的状况，
农产品名气大了，销路也打开了。目前，

坎墩现代农业园区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樱
桃番茄种植基地，“浙樱粉 1 号”樱桃番
茄年产值超过 2000 万元。草莓、红美
人、阳光玫瑰葡萄⋯⋯园区一年四季瓜
果飘香，客商不断。

开拓农业发展新思
路的指导员

冬日的农业园里，仿佛空气里都是
丰收的味道。

“早些年这边的田都是微盐碱性土
壤，种什么大家都没信心，荒废率很高。”
王旭强感叹道，现在勤快的农户一年收
入能达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很多
人抢着来这边种地。

2004 年 前 后 ，在 王 旭 强 的 建 议
下，坎墩街道出台扶持政策，从外地
引 进 了 一 批 技 术 农 民 。 正 是 这 些 技
术农民，为当地打开了农业现代化的
大门。

王旭强是农技员，更是当地产业发
展的指导员。在他看来，农业要发展，软
硬件都要跟上，乡镇农技员这个工作要
不断有新思路。

“不能光是技术指导，还要尝试把
好的项目引进来，把农民的果蔬业务推
介出去，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理念。”王旭
强说。

这两年，王旭强一有空就给农户上
课。课堂上他不光讲病害防治，还讲农
业发展新趋势以及自己的一些体会感
想。由于内容新颖、接地气，农户们抢着
来听，甚至不少其他县区的农户也跑来
听课。最近这两个月，就有来自奉化、宁
海等地的好几批种植大户、村干部来坎
墩取经。

“现代农业讲求效益，效益从哪来？
从优良品种里来，从技术革新上来，也从
标准化生产、高效物流管理等环节里
来。”针对这些新课题，王旭强一边学，一
边思考。

去年，坎墩街道举办了第一届草莓
节，短短一个上午就为园区引来上千客
流。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小番茄品鉴
会”帮农户开拓了眼界，提高了种植技
术。王旭强不仅帮着策划这些新活动，
还东奔西跑申请经费、邀请专家⋯⋯忙
得不亦乐乎。

如今，王旭强这个老农技员又有了
不少新任务——前年，坎墩街道成立了
劳模工匠（农业）创新工作室，王旭强积
极整合资源，为农户提供从品种到技术
再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这段时间，街道
谋划的新农人孵化基地项目加快建设，
王旭强要对初来乍到的农创客们进行

“入门”指导。
59 岁的王旭强，已经快到退休的年

纪，却仍一刻也停不下来。“农业蛮有趣
的，只要大家有需要，我就会继续做下
去。”他说。

全省唯一的正高级职称乡镇农技员王旭强——

做农业，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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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强
慈溪市坎墩街道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引

进推广新品种近 30 个，推广面积 4 万余亩，主持参与 20
多个农业科学研究项目。曾获评2016-2018年度全国农
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2021 年度宁波市有
突出贡献专家。

江福初和工人一起处理滞销白菜花。共享联盟·温岭 江文辉 摄

冷链深加工生产场景。受访者供图

▲ 王旭强在查看红美人长势。受访者供图▲ 王旭强在查看红美人长势。受访者供图

◀ 王旭强（左）和农户一起查看草莓长势。拍友 陈章升 摄

共富路上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