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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父辈的创业

塆里村一度因种植葡萄全市闻名。最
早一批引入葡萄种植的农户中，陈以散最
具典型。 七八岁的陈香伟，见证了这一过
程。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提
升农业效益，在岩头农机站专家的建议下，
父亲从最初的稻田养鱼，到分出两亩地以
作鱼塘养殖。“那时候农村人不愿做这些，
更多的是种点粮食解决温饱问题，因此父
亲成了村里鱼塘养殖第一人。”陈香伟说，
两斤重的鱼，被拉到市场上卖，效益非常
好，许多客户更是直接上门来批发。

鱼塘的生意开始风生水起，农机站的
工作人员在一次考察中，发现鱼塘旁的田
埂上，土壤肥沃，可尝试生态种养新模式。
于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在鱼塘上建了铁
丝架子，种上了几百株葡萄。“两年后，种植
出的白葡萄，口感香甜、奶香味很重，受到
很多客户的喜欢。”陈香伟告诉记者，一斤
葡萄可以卖五六块钱，一亩地就能卖出六
七千的收入。那时候，批发商也是闻风而
来，挑着箩筐，几十斤、上百斤地批过去。

白葡萄产出的高效益，让村民以及县
里农业部门看到了农业发展前景。随后的
几年里，当村民准备再扩大种植面积时，父
亲陈以散等人却开始砍掉原有的葡萄架，
因为他们发现了金华有种果粒更大、品质
更佳的藤稔葡萄，效益更是可观，亩均收入
上万元。

当时，整个塆里村240余亩土地全部
种上了葡萄。上塘、瓯北、温州市区等水果
批发商，都直接开着拖拉机来采购，更有甚
者跑到了基地直接抬走，生怕买不到货。

塆里葡萄至此一炮而红，闻名温州。
直到二十年后，陈香伟拿着塆里枇杷去市
区参加特产展销会时，仍有不少客户认出
这个品牌。

父亲陈以散等村里几名大户这一辈
人，坚持了三十多年的种植，不断考察市场
新动向、听取专业人士建议，及时调整种植
思路，是让“水果村”塆里三十余年长盛不
衰的原因。

当2006年，因葡萄品种老化等原因，
塆里村的葡萄口味开始偏酸，并在市场上
逐渐失去优势。可贵的是，塆里村及时意
识到危机，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引种宁海白
枇杷，同时学习了水果套袋技术，让水果品
相更佳。

2011年，新产出的白枇杷的市场价格
高达每斤30元，比普通枇杷高出5倍，还被
客商抢着要。在首战告捷的情况下，塆里
不仅自己种植枇杷，还培育出售几十万株
枇杷苗，每株十几元售往温州内外。

看不上父亲那一代的“老传统”

父亲对农业的倾情投入，一直影响着
陈香伟。随着父亲产业越做越大，而年岁
日渐增长，管理逐渐力不从心。在外地打
拼了5、6年的陈香伟，最终还是选择回乡
创业，回归这个投入了父亲半生心血的塆

里果园，继续发展壮大这个产业。
父子俩在管上分工明确，一个主内，专

管水果种植；一个主外，负责对产品设计开
发、果园整体规划、政策处理、农业培训
等。

刚回家那年，陈香伟发现基地的水果
品种单一，果树老化，果园设施建设缓慢，
大大阻碍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步伐。

“最先让我觉得与果园格格不入的就
是卫生环境，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影响整
体美观。”陈香伟说，“老一辈的农户，为了
节省成本，在修剪树枝的时候，乱扔枝条的
习惯很不好。”之后，经其多次规劝下，父亲
及园内的老员工才作出改变。

此外，他还在水果产品的“优”“特”上
做文章，注重品种的更新换代，始终以“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为目标，引进
多个品种。

“台湾葡萄柚、象山红美人柑橘等新品
种引入，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让我很意
外。”陈香伟说，“父亲觉得基地里品种已经
够多，没有必要引进新品种，增加管理的难
度。因此他非常不重视，甚至要我去提醒
如何对待几棵果树。”

不过有意思的是，五六年后引进的象
山红美人正式上市，父亲见到这个品种，扁
圆形，果汁多，甜酸适口，非常兴奋地问“这
是什么品种。”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父亲有做农业人的眼光，对新品种的
接受度其实也只是慢一拍而已。”但是有一
个问题，父子之间竟然较量了五六年，才得
以把手言欢，那就是摒弃除草剂，改用毛毡
毯覆盖除草。 通过试验，发现毛毡毯既能
保湿又能保持水分，又不会伤害土壤硬化
问题，还能闷死杂草，一举多得。

陈香伟说：“当时矛盾挺大的，父亲觉
得除草剂成本低，省功夫，毛毡毯的话要好
几万块钱，人工也费很多。最终我甚至以
不再接班要挟，父亲才得以放手，让我去
做。”

直到后来市场反馈，父亲才意识到除
草剂对农田的污染，对身体的伤害，才真正
默许了我当初的做法。如今果园用毛毡毯
替代除草剂的创意，也得到许多专家认
可。

农场里随处可见儿子的“罪证”

在父子共同经营农场的近十年时间，

这样的“磕磕碰碰”时有发生。虽然对父亲
那一代的老农人能吃苦耐劳很敬重，但有
时没法理解他们的“老传统”，而父亲也理
解不了儿子的“不务正业”。

如今的塆里果园，让人一见倾心，风景
独特、空气清新。从塆里村口驶入，往后山
开去，一条宽5米长达7公里直通果园的盘
山公路骤然出现在眼前，这是塆里村打造
休闲观光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路上，你能看到陈香伟亲自设计的
可爱卡通“枇杷”形象，以及多彩的各区域
指示牌：休闲的游步道、观光亭、阳光农场
体验区等；也能看到塆里农场里各种花草
树木，三角梅、银杏树、枫树、爬墙草、乌桕
等，如同植物园一般。

而这些花花草草，在父亲陈以散眼里，
就是儿子“不务正业”的罪证。“每天过来的
工人都是按时算薪酬的，不种水果，却去种
花草，成何体统”。陈以散每天都要念叨儿
子几遍。

前些天，陈香伟刚栽种下来的一棵绿
植，因挨近父亲栽种管理的“红美人”，怕影
响果实的生长空间，父亲拿起锄头，砍去半
截的枝桠。

陈香伟之所以有这样的做法，得益于
他的一次欧洲之行。2017年6月在温州市
科技学院的牵头下，他跟随中国农业部赴
德国、荷兰多家农业庄园考察学习有机农
业的相关技术知识。

据其描述，德国的农场自然资源丰富，
风景如画，是让人梦想的农场。它们大多
位于美丽的山坡上、山脚下，在那里，可以
远眺翠绿的平原和茂密的森林，聆听着山
涧里的潺潺流水、系在牛羊项下的铃铛发
出的声响……

游客自费前来体验农业、让孩子感受
大自然，悠闲地度过周末。每一个度假农
场都有自己的网页，它会告知，这里靠近哪
座高山，或毗邻哪个湖泊；也会告诉你有几
头牛、几只羊、几只老母鸡和几只大大小小
的猫、兔子。

在农场里，还有广阔的玩耍花园，花园
里有给小孩子玩的沙坑，秋千，供大孩子开
的赛车、挖土机等，而大人们就在树下或农
场的餐厅里，品尝自制的美食和美酒。

未来的农场应结合二三产业

陈香伟感慨道：欧洲的农业理念是“走
回老路”，小规模、精耕细作、多样化经营的
农场才是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光着脚种
田比穿着鞋种田更环保。”秉持相似的理
念，陈香伟把自家300多亩逐渐扩大到700
多亩，山地分割成五六个区域，分别种植不
同的水果，精细化种植。

同时，在市、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
陈香伟创建“阳光农场”项目。此项目的建
设是创新农产品的溯源和安全监管方式，
也是为塆里果园所生产的水果品质的各方
面的保障和认可。“人们只要登入温州市智
慧农业平台，就能看到我们果园正在做什
么。只有在‘阳光下’，人们才能放心购
买。”

眼下农场打造日渐完善，但离陈香伟
的梦想农场还有很大差距。接下来，他将
打算完善基础设施，引种花木，希望能打造
一个集养殖、种植、观赏、体验为一体的“世
外桃源”。

陈香伟说，“农场周边独特的环境是一
个优势，亲子游、餐饮、住宿这些都可以尝
试做深做大，同时继续推进农旅融合这方
面的内容，未来的农业应该是结合二三产
业模式共同发展，才能找到它真正的出路，
吸引更多的年轻新鲜血液进入。”

记者 胡艺罗
图片由陈香伟提供

父与子的“较量”

岩头镇塆

里村是温州地
区以种水果而
闻名的村庄。
全村种植水果
三十余年，生产
出来的水果基
本都是“皇帝女
儿不愁嫁”，这
样的村庄，并不
多见。

村里的种
植大户，当属陈
以散和陈香伟
父子俩。全村
2000多亩经济
水果林，父子两
人通过土地流
转方式，占去了
三分之一。

父子俩创
办的永嘉县利
民茶果开发有
限公司，除了宁
海白枇杷外，还
适时引种东魁
杨梅、黄金柚、
红美人柑橘等
优良品种，逐步
把村中山地变
成四季水果不
断的花果山。

而父亲陈
以散，是村里最
早打破传统、单
一的农业模式
的试验者。80
后农创客陈香
伟，站在父亲的

“肩膀”上，借力
乡村振兴，引进
新品种，积极打
造阳光农场，推
进农旅融合开
拓新市场，成为
了我县的“农业
农村十大最美
人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陈以散是岩头镇塆里村最
早打破单一、传统的农业模式的试验者。接手父亲果园
的80后儿子陈香伟，一门心思打造他的“世外桃源”，在
其父亲看来“不务正业”。

父
子
在
枇
杷
节
上

塆塆塆里农场里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