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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岛、朱家尖，一听就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在舟山，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研究生毕业

后就成了农民，在桃花岛、朱家尖岛从事蔬果种

植。

他们不是半路出家搞农业的创客，更不是

抖音里那些哗众取宠的假农民。他们是实打实

身上沾满泥土和粪水的、靠种植为生的菜农。

近日，钱报·小时新闻记者来到朱家尖岛，在果

蔬园里见到了这对夫妻。

80后研究生夫妻岛上当农民

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面朝大海
在泥土里生活

本报讯 7 月 13 日下午，浙江在线·国企频

道上线仪式在浙江日报社举行。

据介绍，国企频道是浙江在线重点打造的行

业性新闻信息平台，浙江在线将倾力将其打造成

为浙江国资国企风采的展示平台、引领保障国企

高质量发展的信息发布平台、行业间协作发展的

经验交流平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库共享平台、

各级国资国企的全媒体服务平台。

国企频道上线以后，浙江在线还将于近期开

展国企频道宣传工作交流座谈，并建立一支覆盖

全省国资国企系统的通讯员队伍，更好地服务国

资国企宣传，守好“红色根脉”，形成具有浙江辨识

度的国资国企专题宣传金名片。

浙江在线·国企频道
正式上线

本报讯 近日，“百年风华 逐梦江山”第六届

浙江省微电影评选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及海

外征集各类微电影、短视频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

今年8月31日。

本届大赛参赛作品时长要求在15分钟以内，

摄制完成时间要求为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

且一部作品只能参加一届评选。报名表格下载、

报送方式等其他具体事项，可登录“浙江省电影家

协会微电影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

zjwdy.org.cn）了解，或电话咨询：章老师（0571—

85310475，13777850172），董老师（13666690800）。

浙江法制报记者 潘旭萍

第六届浙江省微电影
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浙江

省纪委省监委等单位牵头主办的第三届“玉琮杯”

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正式发布最新吉祥物主题

宣传短片。

宣传短片采用倒数数字的表现形式，快速切

换十个场景。每一次倒数都与场景中的元素巧妙

结合。据悉，近日该宣传短片将登录各大官方网

站、网络视频平台。

第三届大赛围绕“百年华诞 再启征程”主

题，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 8 月 15 日。有意

者可登录“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微电影专业委员

会”官方网站 http://www.zjwdy.org.cn/，了解

大赛详情。

浙江法制报见习记者 章若海 通讯员 洪涛

第三届“玉琮杯”
大赛宣传短片火热上映

钱报记者开车行驶在金沙大道，根据导航

拐一个弯，不出 2 分钟就到了山脚下的一片农

场，小路边挂着“海天源青创农场”的牌子。这

就是魏韩英和她老公胡冬冬的农场了。

根据牌子上的介绍，这家果蔬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朱家尖庙跟村，总面积约

50亩，主要种植南瓜、玉米、番茄、草莓、西瓜等

果蔬。农场里，戴着遮阳面罩的妻子魏韩英在

喂鸡，而丈夫胡冬冬则在玉米地干活。

农场里除了 500 只鸡，还养了一些鹅和

羊。畜禽的叫声混杂着空气里的粪便味，对记

者而言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而魏韩英早已

习惯了这些，她还将一些剩下的鸡食喂了羊，并

蹲下来饶有兴趣地拍下视频发朋友圈——“爱

吃菜菜的羊”。

“娜娜，你咋啥都吃呢？”画面中，魏韩英还给

这头羊取了小名。在鸡群中，她还发现了两只被

同伴啄伤的鸡，心疼地抱回棚屋，给它们医治。魏

韩英给自己的农产品都取了好听的名字，譬如土

鸡称之为“宫廷鸡”，鸡蛋则叫“五彩鸡蛋”。

夫妻俩种出的果蔬，品相大小各异，名字霸

气生风，如棒槌南瓜，榔头南瓜。“桃花小白瓜与

倾世黄妃西红柿，都是我们搞出来的，主要是土

壤改良。”魏韩英说。

眼下，农场里的很多种果蔬已卖得差不多

了，目前在售的主要有南瓜、玉米、小番茄等。

正在给小番茄装筐的魏韩英拿出一个让记者尝

尝，入口即是满满的果酸味。“这一筐5斤，售价

50元。”她说，另一款倾世黄妃，卖得更贵，已经

没有了。

农场里所有产品全都是通过朋友圈销售。

中午装一车回去，一路送货上门的。魏韩英没

有透露一天会卖出多少量，只告诉记者一年的

销售额100多万元。

家住舟山定海的姚女士是一位忠实客户。

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会买他们家

的农产品，尽管品相不怎么好看，而且个头也

小，但是健康，营养，吃得放心。“像小玉米，蒸熟

以后口感特别糯。黄妃西红柿，原汁原味的果

酸，是我吃到的最好的小番茄。”

农产品全都通过朋友圈销售
一年销售100多万
农产品全都通过朋友圈销售
一年销售100多万

本报记者 唐旭锋

魏韩英与丈夫胡瓜瓜同龄，当年在浙江农林

大学读研时为同班同学。2010年，小两口研究生

毕业后，回到男方的家乡舟山，当时恰逢桃花岛有

农业合作社招聘技术员，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

法，两人便一同前往桃花岛研究种植了两年的桃

花小白瓜。

这份工作不是铁饭碗，夫妻俩帮助合作社

的农民改良品种，使得桃花小白瓜一时成为网

红产品。2013 年，两人在舟山本岛落户，同时在

朱家尖承包了一片家庭农场，自此成了真正的

农人。

搞农业不容易，开头几年也经历了不少挫

折。“我们读研时学的是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魏

韩英说，不过农林很多知识是相通的，靠着一股钻

研的精神，再加上从桃花岛的农民身上也学到了

不少经验，渐渐的路子越走越宽。

说起过去遇到的困难，少不了要提到台风或

恶劣天气的打击。“那简直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

草。”魏韩英说，大棚一倒，一季就结束了，所有的

投入都化为乌有。

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夫妻俩没有放弃。这

几年来，夫妻俩摸出了不少门道。很多苗子都在

春节前种好了，尽量赶在台风季前投产。不过，接

下来菜地总不能空着，还有玉米、草莓等等。

在他们的农场，长期雇了三名外地小工。“虽

然是按天计酬的，但也要对他们负责，淡季的时候

虽然轻松点，但也有活要干的。”魏韩英说。

记者问，支撑他们继续干下去的动力是什

么。“一是兴趣，二是赚钱。”夫妻俩不约而同地回

答。看来，农业已经让他们尝到了甜头。

也曾被台风伤透了心
不懈地坚持让他们尝到了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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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米地里干活的夫妻俩

夫妻俩种的新鲜果蔬

魏韩英在喂鸡魏韩英在喂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