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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市面上的家用净水器，价格高低不等，质量良莠不
齐。谁能找准市场的脉搏，谁就有望找到突破口。三门县
残疾人士陈世滚研发的净水器，既不需要电，也不会造成二
次污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赢得“一杯羹”。

近日，笔者来到三门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三门净家家电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世滚正对一台净水器进行排水。笔者注
意到，净水器是一个圆柱体，不锈钢材质，约1米长，附有几
个阀门和进出水口，打开出水口，一股灰黄色的水排出，只
过了五六秒，水质就变得很清澈。

“这个净水器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体量较大，第二代、
第三代产品没那么大，净水效果却更理想。”陈世滚指着净
水器对笔者说。

今年50岁的陈世滚是珠岙镇西陈村人，大专文化程度，
小时因类风湿关节炎，导致髋关节坏死，不能直立行走，无
法从事重活。但一直以来，他对电子机械情有独钟，热衷发
明创造，并先后申请了 3件国家专利，其中 1件获得实用型
专利证书。

“2012年，我曾在央视上看到有关净水器的报道，说市
场混乱，一些净水器存在二次污染，也不能完全净化。”陈世
滚分析道，其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净水器过滤芯的设计以及
过滤模式。

据了解，家用净水器起源于上世纪 80年代初，90年代
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市场已非常成熟，在美国、日本等
国，普及率达 70%。而在国内，即使是上海、北京、广州等
地，净水器的家庭拥有率也不足 15%，其他城市拥有率更
低。近年来，水质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对水质安全
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一方面是产品存有缺陷，一方面是民众健康意识明显
增强，两者的“错位”，让陈世滚看到了商机。

从2013年起，陈世滚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发净水器，通
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于 2014年 7月成功研发出第一代净
水器，并于 10 月 9 日成立了三门净家家电有限公司。在
2015年 6月完成了产品的改造升级，研发出第二代产品，
2016年12月又研发出第三代产品。

笔者观察到，第二代净水器体积更小更精巧，但增加
了一个放置活性炭的过滤器。经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
测研究所检验，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而第三
代净水器则在进水口增加了一个磁化活水器。“第一代净
水器就能起到净水效果，但水的口感不是特别理想；第二
代放置活性炭后，则让水变得甘甜；第三代增加磁化活水
器后，能将沉淀的物质软化成小颗粒，达到更理想的效
果。”陈世滚解释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净水器由于过滤芯的设计问题，
使用一段时间后，尘垢、泥浆等物体容易吸附在过滤芯外
部，造成过滤芯“藏污纳垢”，而由于净水器拆解困难，更换
麻烦，又导致水质净化效果大打折扣。但陈世滚的净水器
只需隔一段时间打开排水阀门排水，就能解决这一问题，避
免了净化水的二次污染，也没有了更换滤芯的烦恼。

由于该净水器采用的是机械原理，无需用电，价格也比
其他净水器实惠，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的青睐。2015年，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三门净家家电有限公司生产的净水器
产值就达 200多万元，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学校、企事业单
位、餐饮等场所。2016年产值达到350万元，2017年预计在
400万元以上。

“目前，产品主要在三门、天台等地销售，但椒江、路桥
也已开始接纳该产品。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市场，并
跟进后续服务，以优质服务赢得客户的信赖。”对净水器的
未来，陈世滚充满信心。

朱曙光 陈诚 郑胤

采茶季节，位于金庸笔下的舟山桃花
岛上的舟山大立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华娅成了“大忙人”，4月 13日早上 9时，
舟山市和普陀区电视台的 4位记者来到了
公司，要去公司的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采访，基地位于海拔 400多米的茅山山顶，
年纪60多岁的徐华娅陪记者上山采访正在
那里采茶的采茶工，中午 12时回到山下。
按同行电视台记者的话说，她几乎没吃饭，
就回到公司继续陪同记者采访制茶车间，
回到办公室，又亲自泡茶讲解龙井工艺茶
与普陀佛茶的形状、口感差别，期间又接待
了几位从邻岛慕名而来购茶的客人。下午
4时左右送走电视台记者，她又到包装车间
当起了“包装工”，把20多盒茶叶一一装袋，
贴上有机茶标识、生产日期标签后装箱，4
时 30分出发当了回“送货工”送货上门，5
时多才回到公司。

记者询问晚上还忙吗？徐华娅苦笑着
说，这些天几乎天天忙到半夜，除了忙有机
茶叶采摘加工销售的事外，她在公司楼下
开设的大立有机茶庄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装
修，要在“五一”节之前完工开张。徐华娅
说，事情一多，她晚上有时睡觉都在想事，
明显感到睡眠不足。

9年前，徐华娅刚刚从浙江省科技信息
研究院退休，那时的她，对种茶采茶炒茶喝
茶“一窍不通”，独自一人来到舟山桃花岛，
开始了她种植有机茶的“第二次就业”。回
忆这 9年里，她说只要省里开有关茶叶的
会，她都会从舟山赶去参会，坚持参加每年
度中国茶叶研究所的有机茶生产工作会

议。经过9年的磨炼，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
的“茶痴”历练成了一个说起有机茶就头头
是道的新“茶痴”。

我们知道，有机食品是所有食品生产
中要求最高、检测标准最严的，有机产品
生产贵在坚持。徐华娅说，当初搞有机食
品，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困难，不能打
农药，不能施化肥，更不能用除草剂，生产
过程要全程符合有机产品的生产流程。
除草、茶叶防虫等很多活要大量人工来
干，在高山茶园干活，日晒雨淋，辛劳不言
而喻。开始时更为困难的事，就是大家对
有机产品知识的了解并不像现在那么多，
市场上有机产品鱼龙混杂，让真正了解和
需要有机产品的人无所适从，不了解的人
则根本不可能接受有机产品比其他产品
价格高的市场规律，好的有机产品卖不出
好价格。而更高的成本、高不了很多的市
场销售价、严格的标准让越来越多的企业
放弃了有机产品的生产。徐华娅却还在
为了这份“有机事业”坚持和守望忙碌。
她介绍说，大立公司从 2000年开始一直坚
持做到了今天，屈指一算，已坚持了整整
17 年。目前通过认证的有机茶的年产量
仅占全国年茶叶总产量的 2%，有机红茶
更为稀缺，仅占有机茶总产量的 2%，而且
大量的有机茶产品被出口了。

为什么公司能够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做
下来？对于记者的问题，徐华娅的回答非
常朴素，她说舟山桃花岛四面环海，岛上没
有工业，空气常年优良，而有机茶的生产不
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这样有机茶园流入

水库的水是安全的，有机茶生产留下青山
绿水，无疑对当地的环境尤其是消费者的
健康非常有益。凭着这个简单的愿景，“大
立有机人”坚持做有机茶17年，不仅赢得了
专家同行的好评，更赢得了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喜爱，一位省内的企业家在偶然了解
并品尝了桃花岛的有机茶后，就认准了大
立公司生产的有机茶作为自己常喝的茶及
公司礼品。

“大立有机人”的坚持，同样得到了当
地相关领导的赞赏，当地一位相关领导曾
对徐华娅说：“谢谢徐总，你为我们桃花岛
的好山好水出了大力。”徐华娅说，得到当
地领导的认可，她觉得多年的坚持和辛苦
都是值得的。

徐华娅说，大立公司原本在舟山、在省
内都默默无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几年
后，有茶叶专家来公司考察，并泡茶品尝，
一位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年没有
喝到这么好的茶了。”这给了徐华娅很大的
鼓励，于是她一直坚持做有机茶，保证了茶
的好质量。而桃花岛有机茶之所以好喝，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茶树是与杭州老龙
井茶树完全相同的群体种茶种，虽然成熟
迟，但它有着老龙井天然的基因。加上公
司有机茶基地经过十多年的有机栽培，位
于海岛高山，常年云雾缭绕、阳光漫射、昼
夜温差大，如同高原水果更甜一样，基地生
产的茶叶同样汤浓味醇，来采访的电视台
记者品尝了有机绿茶之后，说口中有一种
甘甜的回味。

经过多年成长，公司从生产单一茶品
到现在形成了系列茶品，为满足消费者不
同的需求生产三款茶：有机绿茶普陀佛茶、
龙井工艺茶、有机红茶“桃花红”。

互联网来了，徐华娅也及时在淘宝上
开了间店，她用“桃花岛有机茶”为招牌，针
对淘宝上一段时间“假货泛滥”的情况，她
坚持“品质第一”，什么货什么价，决不以次
充好，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

为了“有机”，“大立有机人”选址桃花
岛，一步一个脚印坚持行走在“有机”路
上。从2000年开始申请并通过德国BCS有
机认证，产品远销国外。为满足国内消费
者对有机茶的需求，2007年又开始申请中
国有机产品认证，2009年产品获得“中国有
机产品”称号。2012年公司位于桃花岛的
有机茶生产基地被国家环保部列为“国家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成为舟山唯一的国家
有机茶生产基地，同时被列为国家有机食
品基地的作为产茶大省的浙江也仅仅只有
7家。

近日，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公司还迎来
了来自非洲的客人，也许不远的将来，公司
的有机茶会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客人品味
桃花岛有机茶的香醇浓郁。

本报记者 锡小平

徐华娅：桃花岛上新“茶痴”

图为徐华娅在上网查看有机茶订单情况。

连日来，在龙泉市宝溪乡车盂村的龙泉毛必庆灵芝发展有
限公司的灵芝基地里，来自龙泉市和周边的遂昌、庆元及福建浦
城、松溪等地的 50多名菇农，听取该公司总经理毛必庆现场传
授灵芝生产新技术，受益颇深。来自遂昌县王村口镇的菇农梁
伟良高兴地说：“这次能够在这里学习到最新的灵芝生产技术，
真的要好好感谢毛必庆师傅的无私传授，我们回去后，要运用这
次所学到看到的技术，尽快创业致富。”

毛必庆的家乡龙泉市宝溪乡是传统的菇民之乡，到了种植
香菇的季节，菇民就准备好工具行李，一群人结伴去深山老林里
种香菇。12岁那年，毛必庆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背负起家庭
的重担，砍柴、种菜、种香菇……在这个过程中，毛必庆逐步掌握
了各种香菇种植技术。

上世纪 80 年代末，龙泉市总结考证野生灵芝生长环境，
选中宝溪乡作为实验地，开始研究灵芝人工栽培技术。1993
年，宝溪乡培育出了第一批段木灵芝，开创了浙江省人工栽
培灵芝之先河，因此许多宝溪人纷纷开始栽培灵芝。1995
年，在全国食用菌大会上，宝溪乡被授予“中华灵芝第一乡”
称号。

毛必庆为自己是宝溪人而感到骄傲，对灵芝人工栽培技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7年，毛必庆开始人工栽培灵芝。虽然
毛必庆有一定的香菇种植技术和灵芝栽培技术，但是要真正实
践起来，还是存在很多困难。祸不单行，一场谁也想不到的灾
难降临宝溪，这场灾难不是天灾，而是频发的病虫害。

这场灾难让许多人放弃了种植灵芝，毛必庆也开始到异地
寻求创业发展。毛必庆几经辗转来到了四川，从事过各种职业，
但灵芝种植一直是他未解的心结。

2003年，毛必庆开始重操旧业种植灵芝，成为四川种植灵
芝第一人。也就是在四川的那几年，他积累了更多灵芝人工栽
培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2005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宝溪
乡车盂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租了地，成立合作社，建立了
灵芝大棚，大规模发展灵芝产业。

在那时，除了引进新技术，进行科技创新以外，毛必庆还想
着培育一个最大的灵芝。他像着了魔一样，要么整天蹲守在菌
棚里细细观察，要么跑到灵芝大棚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年，他终于栽培出了一株罕见的巨型灵芝。这株灵芝直径
61厘米，厚3厘米，表面呈红褐色，纹理清晰，形状似一把撑开的
小伞，与常见的灵芝相比，它可称得上是“灵芝王”了。

同年，毛必庆他们的合作社栽培了 20.5万公斤木材的灵
芝，年收孢子粉 1000多公斤、灵芝 4300公斤，用 30万元的成本
换来了 42万元的纯利润，亩均收入 9万多元，当之无愧地成为
灵芝生产丰产增收的样板。紧接着，合作社又扩大了规模，种
了 28 万公斤木材的灵芝，第一批灵芝孢子粉就卖了 30 多万
元，还建立了全市标准化水平最高的灵芝技艺栽培传承基
地。龙泉市科技局、农业局帮助推广了毛必庆的灵芝孢子粉
栽培技艺，当地菇农纷纷到基地参观学习他的灵芝栽培技
术。他也多次受邀去为各乡镇举办培训班，给芝农传授生产
经验。

多年的经营有了回报，龙泉毛必庆灵芝发展有限公司的基
地先后被央视第七频道、海峡卫视及《丽水日报》、《浙江科技
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毛必庆灵芝破壁孢子粉还被评为浙
江省高新科技产品。毛必庆本人也多次在全国、世界学术会
议上发表龙泉灵芝论文，并多次获奖。他还凭借灵芝人工栽
培技术，被评为第四批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灵芝生产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刘永善 周剑芬

长兴安信家庭农场农场主朱利鑫是长
兴县首批“大学生创业之星”。今年初，他又
投资10多万元进行全园生态防草地布铺设，
该举措节省了人工，保护了土壤生态，提高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朱利鑫，今年 32岁，毕业于江苏南通大
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07年毕业后，他在
长兴县一家民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两年。
2009年下半年开始从事农产品营销工作，加
入长兴县葡萄行业协会并被选为营销分会
秘书长。同年，朱利鑫组建了长兴志信农副
产品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9年销售长
兴葡萄500余吨，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客户
遍及长三角地区。2010 年销售长兴葡萄
1000余吨，销售额达 800多万元，客户群体

扩展到山东、湖北、河南等地。
2010年 4月，朱利鑫参加投资组建长兴

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兴仙山山伯伯葡
萄乐园）工作，并出任总经理，带动当地农户
种植葡萄 500多亩，直接经济效益达 500多
万元。2012年，该公司被评为“湖州市农业
龙头企业”。

2011年，朱利鑫加入了长兴县大学生创
业协会，并被选为副会长和农业分会会长，
积极为创业大学生提供科技服务和帮助。
2012年他被评为长兴县首批“大学生创业之
星”，龙湖公司也被评为“大学生创业示范基
地”。

2014年，朱利鑫建立了长兴安信家庭农
场，注册资金 500万元，实际投资达 1000多

万元。基地面积 120余亩，全部为连栋钢架
大棚设施，主要种植红肉火龙果和红地球葡
萄，并首创火龙果、葡萄套种模式。该模式
的实验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提
高了单亩经济效益，为农民增收开拓了新路
子。2016年，安信家庭农场又投资 40多万
元安装了智慧农业大棚自动卷帘温控设施，
该项投入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成本，并且能够
及时有效地了解和控制大棚温湿度，对于农
业增产增效作用显著。同年，安信家庭农场
又投资 40余万元安装了LED植物专用补光
灯5500多套，开创了湖州市现代农业大规模
人工光源补充的先河，并取得了相应的科技
成果。

赵新荣

玉环水产养殖户林长豪，是当地的水产
养殖科技示范户。与其他养殖户不同，他家
池塘里养的鱼是彩色的、供人观赏的。林长
豪说：“这些观赏鱼，我像养宠物一样地养。
1997年开始，都20年了。”

近日，玉环县漩门二期围垦区内的一口
池塘里，林长豪身穿下水服，在池塘里分拣
观赏鱼。

只见他一边从网袋里将色彩艳丽、花色
奇特的观赏鱼挑选出来放在一只塑料桶里，
一边乐呵呵地说：“观赏鱼身上的花纹漂亮
与否，决定它的身价。普通的论斤卖，便宜
的仅几角钱一尾，好的一尾几百元、上千元，
甚至上万元。前两年，市面上有一尾极品观
赏鱼拍出了百万元天价。”

林长豪手里抓着一尾观赏鱼介绍说：
“像这一尾身上红白黑三色相间，色泽匀称
清秀，目前可以卖两三百元，如果继续养殖
下去，到明年这个时候，达到四五十公分长
时，就可以卖到上千元！”

当然，林长豪养观赏鱼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刚开始那两年，由于没有技术，缺乏经
验，连繁育种苗的锦鲤亲鱼都养不活，基本
上都是亏钱。期间，他一边去外地观摩向别
人学，一边购买一些养殖观赏鱼的专业书籍
自己琢磨。过了几年，才攻克了锦鲤繁育的
难关。

但是到了 2003年 9、10月份，养殖的锦
鲤出现大批死亡，一检查发现死因是烂鳃。
在显微镜下，发现造成锦鲤烂鳃的原因是鱼
体里面长有寄生虫。后来，在当地渔技人员

指导下，林长豪才知道在桃花和桂花开之
前，都要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否则等病
害爆发，就为时已晚了。自那以后，林长豪
观赏鱼的养殖才渐渐走上正轨，效益也越来
越好。

就在林长豪养殖观赏鱼渐入佳境，准备
放手大干的时候，一场意外降临在林长豪头
上，可以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2009年 6
月27日清晨，林长豪像平时一样来到养殖池
塘，准备给池塘里的锦鲤喂食，然而，眼前的
一幕让他终生难忘。只见池塘水面上漂满
了锦鲤尸体，林长豪顿时懵了，脑子里一片
空白，“几乎全军覆没啊！事后，经过池塘水
样检测，才发现是有人往池塘里投毒。怎么
回事？我可没跟别人结怨啊。”

这桩无头案，给了林长豪致命打击，差
点让他倾家荡产。林长豪心灰意冷，准备转
行外出打工。在业内朋友以及当地渔业部
门的鼓励帮助下，林长豪才重整旗鼓，慢慢
走出阴影。近年来生意越来越好，越做越
大。

林长豪说：“2011年是我养殖观赏鱼效
益最好的一年，销售了 20 多万尾，获净利
100多万元，其中一尾红白锦鲤卖出了 3万
元。当时由于养殖观赏鱼的池塘面积只有
25亩，一直无法扩大养殖规模。”

2013年初，林长豪投巨资，在当地漩门
二期围垦区内开挖鱼塘，大规模养殖观赏
鱼，面积达 140亩。池塘共 11口，面积大的
20多亩，小的只有 2亩。几年来，林长豪不
断投入资金购进一些品种较好的观赏鱼亲

鱼，自己进行繁育，并培育出多个市场畅销
的观赏鱼新品种。看着池塘里翩翩起舞、色
彩斑斓的锦鲤，林长豪感慨地说，他真的是
拿观赏鱼当宠物来养。

经历了近20年的养殖，林长豪锦鲤养殖
的技术已不成问题，关键在管理，稍不注意，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去年10月6日，
一夜之间池子里 1000多尾精品锦鲤全部死
亡，损失至少 20万元。事后才发现，是锦鲤
浮萍吃得太多造成的。平时喂养观赏鱼要
配青绿饲料，当时，林长豪选择池塘里生长
的浮萍作为青绿饲料。由于那几天管理没
跟上，结果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林长豪为人厚道，遇到第一次上门购买
锦鲤的客户，他都要问清楚是水泥池养殖还
是玻璃缸养殖，如果是水泥池而且池子刚建
好，他就会告诉对方，刚建好的水泥池有碱
性，必须用清水浸泡一两个月以后，才可以
养殖观赏鱼，否则投放的锦鲤是养不活的，
让对方过一两个月再来买。

“我宁可失去这笔生意，也要让客户能养
好从我手里买走的锦鲤。我还会告诉买家养
殖锦鲤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水的过滤等。”
客户往往敬重他的为人，经常介绍自己的亲
朋好友上门买锦鲤。因此，林长豪的回头客
越来越多，客户群像滚雪球一样地增长。

林长豪的观赏鱼养殖，得到了当地海洋
与渔业部门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但
帮林长豪争取项目资金加以扶持，渔技人员
还经常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努力培育这一新
兴产业。 倪建军

陈
世
滚
：
身
残
志
坚
的
发
明
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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