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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到番茄播种季节了，也是一年

中最关键的时候。”这几天，52 岁的施成论

时不时到田里瞅瞅，心里不停地盘算着，也

期盼风调雨顺，给今年带来一个好收成。

施成论，是苍南县恒丰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并担任苍南县果蔬协会会长。

2003 年，他联手当地的种植大户、粮食大户

和农产品购销大户，投资100万元成立苍南

县恒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希望通过抱团发

展，分享种植技术，解决销路问题，带领马站

片区的农户一起致富。

起初，合作社主要以蘑菇种植为主，2009
年转为市场前景更好的番茄。然而好事多

磨，2013 年，正当合作社的种植规模逐渐扩

大之际，施成论的番茄却遭了“植物癌

症”——青枯病，产量骤降两三成。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纰漏了？”一筹莫展

的施成论意识到，如果没有科技作为支撑，

番茄种植业很难更进一步。施成论很快就

想到了宰文珊，请求她的援助。

在宰文珊的建议下，施成论应用嫁接

苗，同时采用水稻和番茄水旱轮作的种植模

式，有效破解了土壤连作障碍，番茄种植也

回到正常轨道。

尝到甜头的施成论此后每年都会邀请

宰文珊给社里的 200 多名农户作一两期的

培训，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选品种、病

虫防控等问题。在宰文珊的技术指导下，农

户们用上了新型水溶肥配套水肥一体化等

一系列自动化设备，省去不少人力，产值也

直线上升。

如今，恒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规模

已发展到 2000 多亩，并荣膺农业部颁发的

“国家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称号，社员遍

布马站片区四个乡镇。目前，该合作社种植

的农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进入大型超市的

蔬菜销售专柜，农户收入增长显著。

47岁的董建芳一家四口住在马站镇最好

的住宅小区里，这是他三年前购置的房产，面

积100多平方米。很难想象，要不是种植番茄

奔了小康，或许现在一家人还挤在原先那间破

旧矮房里，靠着种几分薄地，艰难度日。

“这几年盖了新房，买了新车的，大多是

种番茄的农户。”施成论说，像董建芳这样的

例子，在恒丰蔬菜专业合作社或是马站镇

里，可谓比比皆是。

在马站，番茄致富成了“公开的秘密”。

而产业的迭代升级，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在

外劳动力返乡从事番茄产业相关工作。“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番茄产业队伍中，让马

站番茄的发展更有活力。”宰文珊说。

施成论的儿子施晓通从台州农校毕业

后子承父业，加入了农民致富带头人的行

列。他创办的润之园家庭农场秉持科学精

神，推广先进技术、传播科学方法，在当地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波红利 带动农户致富◆

小番茄大产业，苍南已成为全国越冬番茄综合基地，年产值逾10亿元
从会种到“慧”种，“番茄西施”带领团队将“致富经”播撒到田间地头——

“科技兴农”惠马站

苍南，有着浙江“番茄王国”的美誉。马站，又是苍南番茄的主产区之一。
在马站的田间地头，用于种植番茄的大棚随处可见。短短10多年间，马

站番茄的种植面积迫近万亩大关，一跃成为当地的支柱农业产品，也鼓了农民
的腰包。

小番茄，造就大产业，也铺出了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背后，离
不开“科技兴农”战略的助力。

马站地处温州最南端，冬暖夏凉，非

常适宜冬季蔬菜生产，是全省种植大棚

越冬蔬菜的最佳区域。

马站原是“蘑菇之乡”，2005 年左右

开始种植番茄，2009 年番茄种植面积已

达 2000 亩，但欠缺种植技术。当时，80
后的宰文珊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一直

从事番茄新品种选育工作。由于产业需

求，同时专业对口，宰文珊便主动揽下重

担，成为一名派驻马站的科技特派员，频

繁往返于市区和马站。

宰文珊也被当地番茄种植户亲切地

称为“番茄西施”。每每聊起自己这些

年，皮肤从白皙被晒黝黑，开朗外向的她

总是笑呵呵地说：“这是大地赐予我的肤

色，是我挥洒青春、实现梦想的象征。”

宰文珊的“科技兴农”，从一粒种子

做起，直到育苗、定植、管理、收获、包装、

销售全过程参与，做好试验示范，以点带

面，辐射推广，做细做优，打造精品；从田

间地头做起，做好农民培训，手把手地

教，在点滴中帮助农民提高。在她看来，

正是由于科技手段的介入，让起步相对

较晚的马站番茄，在产量和品质上实现

了弯道超车。

番茄育苗一般在 9 月份，是台风高

发季节，传统的育苗设施和技术抵抗自

然灾害的能力差，易发生病虫害。2019

年，温州意达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将占地

100 亩的集约化育苗基地建在马站，企

业有较好的育苗设施且采用集约化育苗

技术，不仅增强产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

力，还能为农户提供优质价廉的种苗，促

推产业健康发展。如今，马站的番茄农

户们早已不用自己育苗，而是直接用优

良苗种。

为促进番茄产业良性发展，在政府

部门推动下，每年3月，浙江番茄新品种

大会都会在苍南举办。这不仅为农户提

供了看品种、学技术的平台，也有效地宣

传了马站乃至苍南番茄品牌。宰文珊带

来的不仅是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理念，更

为当地培育了诸多省级科技型企业、省

级研发中心、省级扶贫专业合作社，在农

户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2013 年，作为苍南县越冬番茄科

技特派员团队首席专家，宰文珊还帮

助苍南县政府成功申报浙江省科技富

民强县项目，项目实施为苍南县番茄

产业提升、稳定可持续发展，农民增

收、增效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如今，

苍南已成为享誉全国的越冬番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一体化综合基地，

从业人员约 9000 人，年产值超 10 亿

元。每年的 3 至 5 月，全国市场上的番

茄，大多来自这里。

◆一粒种子 饱含科技创新◆

科技的投入，让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有

了保证，再加上政府推一把，马站的番茄产

业有了更具想象力的未来。

在 8 月 23 日举行的全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温州立足地域特色和资源禀赋，

重点谋划了25个极具投资价值的产业类项

目向全省推介，其中就包括“苍南县马站镇

亚热带果蔬交易中心项目”。

根据规划，该项目选址马站镇232省道

与规划228国道交叉口西北面，总用地面积

约 9 万平方米，将具备亚热带果蔬展示交

易、冷库仓储、物流配送、简易加工、安全溯

源以及配套综合功能。

“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农产品集散中心，

番茄产业的发展就更有盼头。”这几天，在网

上看到这一消息的施成论，忍不住向马站镇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林观周打听起来。

林观周和农业打了 30 多年交道，十分

看好马站番茄的广阔前景。“在马站，没有哪

个农产品种植业能像番茄那样，给农民致富

增收带来如此明显的成效。”他认为，得了第

一波科技红利的马站番茄，必须持之以恒，

毫不动摇地为自身注入科技元素。“机械化

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建立强大的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有利于番茄种植业健康发展。”

虽然马站已是全国越冬番茄的生产、销

售、加工、运输一体化综合基地，但当地仍有

更大的计划。“政府部门也有计划在马站打

造省级农业科技园，以科技引领产业发展，

从种子种苗、栽培技术、智能装备等几个关

键领域做‘强’一产，从精细分级、精深加工、

品牌打造等几个关键环节做‘大’二产’，从

公共服务、农旅融合几个方面做‘特’三产，

使马站成为中国南方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样板。”林观周说。

林观周的观点，与宰文珊不谋而合。按

照宰文珊为马站番茄预设的发展路径，已经

实现的集约化育苗，为未来马站番茄的机械

化种植奠定基础。未来，宰文珊的番茄团队

计划在品种结构调整、数字化育苗、农机农

艺融合等方面，注入更多更好的科技力量。

凝望眼前绿油油的番茄苗，憧憬明年开

春挂满植株的大红果实，将十年美好青春倾

注在马站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宰文珊，架起了

农民通往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

来源：温州都市报

◆一批项目 绘出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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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植株上挂满了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