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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年入十万元
温岭市大溪镇平山村八旬老人卢际

会前两年上山挖了3000余苗覆盆子，栽种
在自家地里，今年覆盆子全面投产，毛收
入超过10万元。

平山村是温岭市版图上最西面的村
庄，其后山太湖尖海拔733.9米，为温岭境
内第一高峰，也是温岭、黄岩、乐清三县
（市、区）界山。2012 年，平山村实施农村
土地综合整治，拆除村里全部580间老房
屋。此后，村民迁移至平山新村，平山村
这个有数百年历史的村庄从山上消失。

整村拆迁后，卢际会等七八个老人，
难舍故乡土地，留恋老家山水，留守在山
头，居住在简陋的生产管理房里，坚持耕
作。这些年，老人们种植番薯、莳药、生姜
等传统农作物，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慢生活。

2014年春的一天上午，卢际会在山上
砍拾柴火时，碰到隔壁乐清市农民在平山
村后山采摘覆盆子。一打听，他们采摘覆
盆子晒干后出售给商贩，每公斤价达到一
百二三十元。“这东西三四斤鲜果就可晒
一斤干，很赚钱的！”那人告诉卢际会。

回到家里，卢际会一边做饭一边回
忆：“小时候，听父亲说，后山一个叫牛湾
坑的小地方，那里有很多个儿大大的牛奶
莓（覆盆子），我可以去摘一些来卖呀！”当
天下午，卢际会来到牛湾坑，穿过密集的
杂草，在几丘废弃旧田的田坎上，小半天
时间摘到五六斤覆盆子鲜果。第二天上
午，熟门熟路，他半天时间就摘了十一二
斤鲜果。这个春天，原先大家只好奇摘来
尝尝鲜的覆盆子，卢际会却卖了 1500 多
元。

进入冬天，过了农忙季节，人相对闲
下来。卢际会想，既然山上的覆盆子能变
卖成钱，我为何不挖一些来种在地里呢？
既好采摘说不定又高产。

想干就干。2014年冬天，卢际会上山
挖了1200多株覆盆子。“这是试验，我不敢
浪费好地，就种在自家的杨梅树下。由于
树荫等缘故，这批秧只成活了1000来株。”
卢际会说，2016 年采摘，卖了 3800 多元。
这1000多株苗今年已经发展成2000多株
了。

2015年，商贩收购覆盆子价格继续攀
升，每公斤涨至一百四五十元。卢际会除
继续上山采摘外，这年冬天还增加了挖苗
数量。“前前后后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挖了
1500多株，栽种在3亩地里。这些地以前
是种番薯、莳药的，种番薯、莳药怕野猪，
效益也没有摘覆盆子好，所以我就全部改
种成覆盆子了。”卢际会说。

今年4月下旬，覆盆子陆陆续续成熟
开采了，卢际会到杨梅山采摘了4株个儿
大的过秤，3.3 公斤鲜果晒干后为 1.15 公
斤。

“商贩打来电话，说像我这种大个儿

的，收购价每公斤220元。我没答应卖给
他，因为有人说价格可以更高。”卢际会笑
着说。

眼下，老人正以提供三餐饭、每人每
天100多元的工钱请人采摘成熟果子。有
人算了一下，老人栽种3000多株覆盆子，
以一半高产、一半中低产计算，毛收入起
码有10万元。而栽种中，苗木是老人自己
上山挖掘的，生产中又不用化肥农药，几
乎是零成本。“我现在要雇工摘，还要买烘
机，今年成本支出要1万多元呢。”老人笑
着说。

花木老板坐不住了
2012 年，平山整村迁移后，通过土地

综合整治复垦，村里新增耕地面积 98.5
亩。2013年，平山村实施低丘缓坡土地开
发项目，在该村后山、前山等5个小地块改
地造田，新开垦耕地面积195亩。

面对低丘缓坡改造后这些错落有致
的梯田和肥沃的土地，生活在平山村另一
侧的黄岩院桥人陈先生捷足先登，承包了
其中100亩，并注册祥和花木场，在梯田上
种植果树和花卉苗木。家住温岭市城东
街道的林姓大学生，也承包了100亩，种植
药食兼用的禾本科植物薏苡。

由于山高人稀，山林资源丰富，灌木
杂草丛生，致使野猪等野兽在平山村成群
出没，糟蹋作物。果树和绿化苗木及薏苡
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野猪不会去哄啃，不易
被糟蹋。但几年种下来，效益不是很好。

这些新开垦耕地到底种植什么好呢？
听说周边有企业投资种植覆盆子，眼

前卢际会又栽种成功，陈先生坐不住了。
2015年冬天，他请平山村卢式妙等人上山
挖掘覆盆子苗，以每株1元负责收购。这
个冬天，平山村新开垦耕地及部分土地综
合整治复垦地全部改种覆盆子，面积超过
100 亩，成为台州范围内面积最大的覆盆
子基地。

因为今年卢际会栽种覆盆子收入可
观，平山村及周边群众积极性高涨。一位
留守平山村的老人说：“前年冬天，我挖了
好几千株苗木卖给花木场老板，因怀疑发
展前景，自己只种了 100 来株，现在很后
悔，明年要扩大种植面积。”

“覆盆子原先是野生小灌木，人工栽
培后，不需用农药防病治虫，也不需要什
么化肥，生长发育就很好。我撒施了一些
草木灰，长势就非常好，一年下来，一株苗
一般可以发育（分蘖）成五六株甚至十几
株。”卢际会说，据他这几年栽培观察，叶
片边缘掌状5深裂的为优良品种，这个品
种结出的果子大；叶片 3 深裂的，果型偏
小，他准备逐步淘汰掉后者。

聊起人工栽培注意事项，卢际会总结
说，他原先的1500株覆盆子栽种在3亩地
里，密度差不多是1米×1米，太密了。他
建议每亩栽300株，如果购买苗木计成本
的话，每亩200株也可以。 刘振清文/摄

当前正是覆盆子果实成熟的季节，余姚
市大岚镇不少村民纷纷上山采摘覆盆子。

覆盆子是一种中草药，随着健康养生
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草药市场对覆盆
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每年的五六月份，

磐安的不少药材商都会到大岚镇收购覆
盆子。

据了解，受气候影响，今年覆盆子的
挂果率有所降低，产量略少于往年，但质
量好于去年。由于覆盆子市场持续看好，

近年来覆盆子的收购价持续上升，目前达
到了每公斤 52 元，比去年上涨 30%。初
步估计，今年覆盆子将给大岚镇村民带来
超过80万元的经济收入。

李强 陈振如

大岚镇:增收超80万元就靠它
地处开化县桐村镇王畈村银炉的

开化安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摘观光
园，百亩覆盆子成熟了。红彤彤的果子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采摘。

公司老总童樟彬介绍，他的采摘观
光园共有300余亩，2014年3月，他在当
地信用社贷款275万元支持下，种植覆
盆子、蓝莓、桃子各100亩。在县农业科

技专家的指导下，童樟彬投资27万元从
大兴安岭购进东北草炭土270吨，对观
光园土层进行改良，让覆盆子等茁壮生
长。2016年，该公司通过推出采摘游及
网上销售销售覆盆子、蓝莓 4000 余公
斤，销往安徽黄山及本地，今年预计产
量将比去年翻番。

齐振松 王小芳

开化百亩覆盆子大丰收

又到了覆盆子采收时候，连日来，嵊
州市石璜镇沿山一带农村妇女，又马不停
蹄地上山采摘覆盆子。

石璜镇地处半山区，野生药材资源丰
富，覆盆子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近年劳

务费用的提高，覆盆子收购价逐年提高，
晒干后的覆盆子，今年每公斤售价高达
300元，比去年提高近一倍，创历史新高。

该镇楼家村溪口自然村有七八位中
老年妇女，多年来有个习惯：农忙务农，农

闲上山采集野生中药材。近日，趁天公作
美，天刚亮就上山采摘覆盆子，人虽辛苦，
但收入挺不错，一般一天采摘劳务收入在
300~500元，最高的可达上千元。

沈荣方

石璜镇:农闲上山采摘，收入还挺不错

“老邓，你看看，这片地不错，咱们可
以把它作为重点区域考虑。”连日来，在青
田县汤垟乡西天村田间地头，总能看到西
天村新当选村干部忙碌的身影，他们上任
伊始便着手为村里各项事业发展忙碌，此
次他们就是在村里寻找合适的覆盆子种
植基地。

“覆盆子不仅味道甜美，还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现如今市场需求量大，价格也
卖得好。”西天村新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林
炳弟介绍，西天村属于高山村，海拔较高，
空气好、阳光足、水土肥，山里原本就有较
多的野生覆盆子，不过由于信息闭塞等原
因，村民并不太了解其经济价值，任由其
随意发展，致使出现覆盆子产量多但品质

不佳的现象。为充分利用本地覆盆子这
一资源，他计划利用合作社这一平台，实
行规模化摘种，产业化发展。

林炳弟表示，一直以来，西天村集体
经济较为薄弱，靠生态公益林为主，然而，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山间野菜、覆盆子等，其市场前景十分可
观，尽管不少村民看到了商机，但由于缺
乏规范化管理，往往适得其反。在野生覆
盆子成熟之际，村民为了收入而一锅端式
的抢摘，不仅损坏了植株，也加大了覆盆
子的损耗，降低了其经济价值。

“大家都知道覆盆子卖得贵，个头大、
样子好的能卖到200元每公斤，小个的也
能卖到80多元。”村民叶有恒表示，之前

村民们一窝蜂上山采摘较容易引发矛盾，
如果村里能建立基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他
心里非常支持。

“汤垟是华侨之乡，常住人口极少，青
壮年较少，使得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
定的阻力。”汤垟乡党委书记王刘斌介
绍，汤垟生态环境良好，他们一直以来都
在积极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提倡
立足本地优势，挖掘特色产业，鼓励规模
发展。他表示，除了西天村种植覆盆子
之外，其他村也利用各自优势，积极探索
发展新路，像干坑村发展土灶项目、垟寮
村主打菊花种植等，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增
收致富产业。

叶芳芳 王伟军

西天村:从粗放到规范，向规模化要效益

一垄垄枝叶郁郁葱葱，一颗颗果实挂
满枝头。在青田县万山乡五十步覆盆子基
地，市民们一扫疲惫，兴致勃勃地采摘起覆
盆子。

在这 40 亩的基地中，市民们穿梭其
间，或是拿起手机与美景来张合影，或是
呼吸新鲜空气、观赏满眼新绿，亦或是品

尝香甜果实、体验采摘乐趣，不亦乐乎。
“这覆盆子可真甜”，“光是看着、闻着就
让人口水直流了”……市民们啧啧称赞
道。

“覆盆子青果晒干后可以作药材卖，
果子成熟了还可以组织采摘游，我觉得市
场前景非常可观，于是就选择在三四年前

回家乡种植覆盆子。”五十步覆盆子基地
负责人叶巧介绍，现如今，运营已经步入
正轨的覆盆子基地，每亩地一年的经济效
益大概可以达到2万元。“明年我还想把
基地扩至100亩，进一步带动万山绿色经
济的发展。”叶巧说。

林园园

万山乡:游人如织来，基地再扩张

一位八旬老人，家住温岭最高山头、
地理位置最偏村庄，没有现金成本投入，
仅靠自己双手，创造一年收入十万元的奇
迹。这样可观的种植效益，令人敬佩、羡
慕。同时，也会有很多人“眼红”。

八旬老人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今年收获这么好，明年还这样高价吗？哪
里可以承包土地栽种覆盆子？覆盆子苗
木哪里买……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利用荒坡山地栽种覆盆子，卢
际会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平山村也不
是最早种植。这些年，覆盆子在台州山区
各地陆续种植，初具规模。据报道，2011
年，天台县白鹤镇上联新村大学生村官郑

江仙在白鹤建设覆盆子采摘游产业基地，
带动白鹤覆盆子产业和旅游休闲项目发
展。三门县林家洋村覆盆子专业合作社
社长陈中卯七八年前开始种植覆盆子，采
摘覆盆子青果晒干作为中药材出售，种植
后第二年始产，第三年为盛果期，每亩产
值8000多元，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种植覆盆子有诸多优势，比如苗木就
地取材，非大面积种植的农民自己上山挖
掘，成本低；覆盆子分蘖力强，一株苗经人
工栽培一年可分蘖繁殖六七株甚至更多；
覆盆子生长发育快，种植后第二年即可投
产，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像平山村及低丘
缓坡改造梯田种植覆盆子，野猪不会糟

蹋，可快速绿化梯田山坡，保持水土，美化
环境；覆盆子在世界上以其独特的风味和
营养保健价值被誉为“黄金水果”，即使作
为药材的干果市场出现波动，从近年看，
每公斤近百元的鲜果亦有市场潜力。

八旬老人自找苗木栽种覆盆子年收
入十万元，有今年价格行情看涨因素，有
老人栽种的品种产量优势。但有业内人
士分析说，覆盆子作为一种鲜摘浆果和药
材两用水果，近年内在类似平山村这些特
定环境还有发展空间。如果近年低丘缓
坡改造的几千亩梯田都种植覆盆子，那将
会形成一项产值不低的产业，给农民增加
一笔巨大财富。

小小覆盆子做出大文章
□刘振清

据卢际会观察，叶片边缘掌状5深裂的果型较大，为优良品种。 这几年覆盆子价格一路看涨，今年每公斤干果收购价高达250元。

卢际会在翻晒覆盆子。

山高人稀，山林资源丰富，灌木杂草丛生，致使野猪等野兽成群出没，糟蹋作物。种植什么作物不容易被糟蹋，
还能有好收益？温岭市平山村的做法是——种植覆盆子。图为该村200多亩低丘缓坡改造地都种上了覆盆子。

八旬老人移种覆盆子，年入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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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子：既能防野猪 还有好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