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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前的奔赴
“第一次坐高铁经过义乌站”

郑学强是省农科院驻派温州永嘉金溪镇的一名科技特派

员。今年是他担任科技特派员的第十年，也是派驻金溪镇的第

七年。上周，他刚去过金溪镇出差，“早上7点出发，下午1点多

才到。”但昨天的这趟“高铁出差”，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上车

后，郑学强一直拿着手机拍摄窗外的风景，不停地向记者介绍

着：“隧道更多了，第一次坐高铁经过义乌站。”

找站口刷身份证进站，放好行李坐下，郑学强对于坐高铁

的一切流程都十分熟稔。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去金溪镇出差

一两次，在这条跨越南北、长达 200 多公里的路上，留下了太

多足迹。

大约开车一个小时后，沿途招牌上，“温州”字样越来越

多。“这次，主要是去看看田里的稻花鱼。”郑学强告诉记者，进

入 9 月，就离秋收不远了，再过个一两周，金溪镇茶一村的水

稻就能成熟收割，“过一阵，风景很美，还有鱼可以吃。”郑学强

自豪地说，今年，他在茶一村统一“定制”和推广了传统稻花鱼

的种植模式。鱼苗和稻田共生，稻花、水生昆虫能养出肥美的

鱼，鱼的生长为稻田活泥增氧，提供有机肥，生态互利的循环

中，能大幅提升农民们的收入。

到了温州后，郑学强要再下田里看看，在丰收季前，扫除

可能会发生的病害情况，同时为当地农民们做一些技术指导。

离城市越来越远，层层叠峦的山不断从眼前飞速掠过。

才沉醉在满眼绿意中没一会儿，温州北站到了。

9 月 6 日，杭温高铁正式开通。当天下午，记者跟着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学强，坐

上了 C3617“复兴号”智能动车，从杭州西站出发，以 350 公

里的时速，“狂飙”至位于温州永嘉的温州北站。

1 小时 47 分的高铁路程，再开一段通往乡村的路，郑学

强抵达了这七年多以来的“第二故乡”——永嘉县金溪镇。“确

实方便多了。”他感叹，“下次早上出发，我当天就能往返了。”

本报记者 林辰辰/文 通讯员 林久昀/摄 离游客更近了
“山区小县能奔向更大的梦想”

这里是示范推广过种植技术的枇杷园；那

边曾经开展过抗番薯茎枯萎病新品种“浙薯

86”的示范推广；脚下的稻田，正在努力开展有

机优质稻的古法种植和产业开发⋯⋯站在金溪

镇，郑学强对每一处农产业都“如数家珍”。

走进每一块田，种植户们也都热情地迎上

来，亲切地叫郑学强“郑老师”，和他唠起了最近

农产品的情况。在吴宅村，种植大户吴献览带

我们去看了枇杷新品种植基地。他说：“多亏了

郑老师，我们的枇杷种植基地越来越大，收入也

越来越多了。”

“这么多年下来，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就

是，其实村民们都很渴望新技术。”郑学强回想，

每次下乡的培训和宣讲，都有很多村民会围着

他，询问怎么让自己的农田更好。“作为一名‘科

特派’，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各地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让更多村民共享成果，为大家

搭建一座共同富裕的桥梁。”

眼下，金溪镇正谋划建立一个枇杷产业园，

依托优质枇杷产业链，打造集旅游、休闲、采摘、

观光、研学等为一体的文旅路线，助力小枇杷生

长成“大产业”。

“以前我们的枇杷节会吸引不少周边的温

州市民来采摘、游玩，品质优良的枇杷和古村美

景收获了不少好评。”郑学强话锋一转，“但金溪

镇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枇杷节的影响力依然有

限。”杭温高铁开通后，温州北站开门迎客，金溪

镇有机会“站”在离游客们更近的地方。“希望高

铁能吸引更多的公众来到金溪，也能带来更多

的人才和技术，让这块被大山围绕的宝地，收获

更多的目光，让山区小县也能奔向更大的梦

想。同时，切切实实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郑

学强说道。

为期七年的坚持
“曾经火车转公交再转中巴车”

走进金溪镇，湛蓝的天空、蜿蜒的小溪、依

山傍水建造的房子，映入了记者的眼帘。据了

解，这个位于温州西南部的小镇于2016年正式

建制。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导，拥有着深厚的

文脉，是永嘉学派和东瓯南拳的发祥地之一。

2017 年，郑学强就来到了这里。调研、开

会、上山、下地，他要全面掌握当地的情况，因地

制宜，助力农业发展。回想七年的出差路，郑学

强说：“早些年，高铁到不了永嘉，我曾经坐火车

转公交车再转中巴车。先从杭州东站坐高铁到

温州南站，快的话两个多小时，慢的话就得三个

半小时，然后坐大概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桥

下镇，再转中巴车，大概花一个小时到金溪镇。”

很多浙江人没听说过金溪，但尝过来自金

溪的枇杷。“浙南五月碧苍苍，蚕老枇杷黄。”枇

杷是金溪这块地域传承了 800 多年的特色产

业。此前，金溪枇杷经常会受到冻害影响，村民

们有时辛苦耕作了一年，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却颗粒无收。同时村民种植技术的匮乏和销售

理念落后，也限制了枇杷产量与质量的提升。

面对这一情况，郑学强决心将先进的技术

和优质的枇杷品种引入金溪。

“2017年，我们尝试了温室大棚，并产生了

一定的效果。当年低温天气的影响下，大棚枇

杷亩增产依然能达500多斤，亩增效6000元左

右，但智能大棚的造价太高了。”为了解决根本问

题，郑学强多次奔波于杭温两地，也积极向兄弟

县市“取经求教”，先后引进了枇杷晚花栽培的种

植技术，以及耐冻、抗日灼、耐裂果的枇杷新品种

“漫山虹”和“迎雪”。在郑学强和当地农业大户

持续不断的探索、培训、宣讲后，截至 2023 年 5

月，金溪镇枇杷产业累计增收1000余万元，种植

面积增加到6000多亩，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

◀郑学强乘坐杭温高铁

▲金溪镇稻田

秋收前夕，杭州的科技特派员坐着高铁去永嘉山区指导

这条走了七年的路，以后更快了

“早上出发，我当天就能往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