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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莓看浙江，浙江草莓看建德，建

德草莓看杨村桥。

自从 1982 年种下第一株草莓幼苗，

拥有40年栽种和发展历史的建德草莓，早

已成为全国草莓产业具有知名度的区域公

共品牌，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0亿元。而最

早尝试草莓种植的杨村桥镇，更是当地有

名的草莓之乡。

连续三年的疫情冲击下，杨村桥的莓

农们是否也经历了难熬的时光，又有着怎

样的故事？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推出“问企·钱江

晚报记者大型蹲点系列报道”，多路记者走

进社会百业，以蹲点亲历的形式，从微小切

口，观察当下浙江如何稳住经济。6 月底

的一天，我们跟随杨村桥镇的草莓种植大

户赵建明，记录下他的坚守和突围。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夏云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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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最后一茬草莓下市，栽种新苗要到 9

月，眼下并不是属于草莓的季节。但草莓大棚并

没有闲下来，赵建明也没有。在他的草莓基地边，

一幢既是办公室也是会客厅的小木屋里，堆满了

新收下来的玉米，他和老伴正忙着收拾整理打包，

当天就要给客户发出。

这些上市时间只有十天左右的水果玉米，可

以直接生吃的，口感鲜嫩，甜度十足。利用草莓下

市的空档，在大棚里套种玉米、西瓜，充分利用空

间和资源，增加经济效益，是杨村桥莓农普遍采取

的模式。

在杨村桥，赵建明有 30 亩左右的草莓大棚，

多的时候，空闲时有十多亩都种了玉米，但今年只

种了6亩，他说自己精力顾不上。“价格也随缘，不

到10块钱一斤，主要为了照顾一下老客户。”

在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买玉米的客户，来自杭

州的各个小区，和草莓的顾客群高度重叠，说起来

这还源自于2020年的那场疫情。

“2020年春节的那波疫情对我的冲击是最大

的。”赵建明说，当时恰逢草莓产销旺季，全国各地

却陆续封控，有10天左右他基地里几乎一颗草莓

也没运出去，“每亩损失四五千元的产值是有的。”

“成熟的草莓在地里留两三天已经是极限，哪

里存得了七八天？”无奈之下，赵建明联系了镇书

记，送了一些草莓给一线的防疫工作者们。建德

市草莓办和农业农村局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帮莓

农们吆喝。形势稍有好转，有关部门又第一时间

帮赵建明申请了进杭通行证。陆续也有不少小区

的团购群联系上了赵建明，无意中为他开辟了一

条新的销路，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大大小小加起来，差不多有 10 个小区。”赵

建明说，这两年，小区团购的生意一直都挺好，能

占到年销售额的 30%左右，“而且都是老客户，黏

性也很高。”

2020年遭受的冲击最大，却也因祸得福

眼下最占用赵建明精力的，除了照料 1.2 万

方育苗大棚里的种苗，要数上个月刚开张的“草莓

医院”了。

目前建德本地的草莓栽种面积是5000余亩，

却有近 3 万名建德莓农在全国各地种草莓，涉及

26 个省、市、自治区，最远的种到吉尔吉斯斯坦。

周一夫也是其中一员，在贵州种草莓的他，看到抖

音上一些主播为了推销所谓秘方农药，经常夸大

其词过度营销，他干脆自己开了一个号，录了几段

讲解小视频。今年3月，他转掉草莓基地，回到建

德，拉上赵建明一起成立了“草莓医院”，为全国的

莓农答疑解惑，配置药品。

“赵总在草莓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很多疑

难杂症他更懂。他也有很多农业科研院所的资

源，客户遇到罕见的病害，赵总会帮忙联系专

家，把病苗寄过去诊断。”周一夫说，就在前一

天，赵建明还帮一位外地的莓农联系了北京农

大的老师。

周一夫手机上，有6个莓农的微信群，成员近

3000 人。每天下午，赵建明都要坐在电脑前，眯

着有些老花的眼睛，仔细帮莓农们分析遇到的状

况，给出肥料和药品最合适的配比。这对已经 60

岁的他来说并不轻松，但赵建明乐此不疲。

接下去他们还计划尝试直播答疑，“等九、十

月草莓种下去，我们还打算组一个团队，到各地莓

农的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至少南方每个省份，都要

跑到。”

作为建德市草莓协会副会长、省新农村建设

优秀带头人，赵建明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家地里的

收成。谈起建德对草莓产业的政策和扶持，他对

近来的“标准地”建设非常认可。

在赵建明看来，相比受欢迎的程度，全国草莓

的种植面积在单品水果中比重还是偏小，至少十

年内依然会供不应求，是极具前景的产业。

“我们建德莓农，只要有技术，都能育出好苗，

种出好草莓，这是建德人的优势，也是绝活。”赵建

明说，虽然波折和困扰难免，但他对建德草莓的将

来，始终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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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明跟着堂叔学种草莓是在1988年，当时

他26岁。“一担草莓挑到杭州，能卖1000多元，当

时打工一天才几元钱。”

虽然不是最早吃螃蟹的，但他却是最先在当

地尝试设施化种植的。和草莓打了30多年交道，

赵建明品尝过爆发期的欣喜，也经历过低潮时的

徘徊，心态早已平和。在他看来，和那些受疫情影

响更剧烈的行业相比，自己已算幸运。“上世纪90

年代，建德草莓的主打品种，品质退化，虫害多，产

量降低，可以说是真正的低谷，但我们通过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也挺过来了，一年比一年好。”

赵建明说，相比之下，他觉得疫情的冲击没有

那么可怕，也总会过去。

2020 年春节后，虽然疫情时有反复，但基本

上都是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零星出现，冲击有

限。今年上海这波疫情，不少地区也陆续执行严

格管控措施，但好在物流还是基本畅通，草莓销

售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比较可惜的是采摘游的

生意，赵建明说，往年三四月份如果接到团队，双

休日能接待上千人，今年这一块基本上就没有了。

此外，育苗大棚里还有2万株种苗已被预定，

却因为客户所在城市有疫情一直发不出去。还有

两批苗 4 月已经发到了江苏，也是因为疫情无法

配送，报废了。

面对这样的损失，赵建明没有太多的抱怨。

“哪能永远一帆风顺呢？”他说，好在政府处置举措

得力，也多亏了我们国家如今有这个实力，能采取

高效的防控措施。

他比较担心的是，由于建德土地资源紧张，许

多苗农都是在外地育苗，回乡种植。如果到 9 月

要用苗的时候有较大的疫情，物流受阻，苗运不回

来，会拖累一年的收成。

“我们莓农最盼望的，是在确保严格防疫的前

提下，尽可能保持农产品物流的畅通，或者开辟一

些绿色通道，让农资运得进来，产品发得出去。”赵

建明说。

在严格防疫的前提下，盼望能保持农产品物流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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