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慧黠 版面设计：朱骋远 新闻热线 2151666

03城事·社区

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上市的时节，在遂昌县

蔡源乡双溪村大风岭的山坳里，猕猴桃藤架下，拳

头般大小的果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一阵微风拂

过，飘来浓浓的果香味。

从遂昌县城驱车前往双溪村，经过数不清弯

弯曲曲的山间水泥路，开 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传

说中的“猕猴桃爸爸”罗齐贤的基地。

他种植的猕猴桃频频得奖
今 年 72 岁 的 罗 齐 贤 ，将 猕 猴 桃 种 在 海 拔

600—900米的高山上。

“这些杂草可是我们最土的肥料。”老罗介绍，

多年来他秉持“生态有机”的原则，不用化肥农药，

只施天然有机肥；不催熟打蜡，坚持自然熟，赢得

了不少回头客，“果子刚刚成熟，就有人催着发货

了。”

“我们的猕猴桃平均甜度可是超过 18度呢！”

老罗说，去年在国家猕猴桃科技创新联盟 2019年

年会暨第二届全国猕猴桃品鉴会上，他的“翠香”

品种在四川、云南等省份的 237 份样品中脱颖而

出，获最佳风味奖，系全省唯一，并在今年 7 月取

得了“绿色食品认证”。与此同时，老罗种植的“金

艳”品种也在去年分别获得“丽水市十佳猕猴桃”

“最佳风味奖”等奖项。

他“吃亏”后就一心求学成了专家
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土地打了几十

年交道，但老罗接触猕猴桃种植还是开天辟地头

一回。2013年，老罗外出游玩发现猕猴桃营养价

值高，市场发展前景好，而且遂昌县北界镇已有不

少农民吃上了“第一个螃蟹”，于是他内心开始蠢

蠢欲动。

当年，他就注册成立了遂昌蔡相翠谷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开始着手种植事宜。“我们村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猕猴桃肯定品质好。”老罗

说，几番考察后，他看中了大风岭的山坳里的一片

荒地，一口气流转了 80亩土地，种上了“红阳”“金

艳”“金阳”“翠香”等十几个品种。

开始种植后，他发现事情远比他想的复杂。

2016 年 2 月，他发现基地里有树干流出了锈红色

的汁水，然而当时并未在意。谁曾想这一大意直

接导致 20 亩的“金艳”和“红阳”颗粒无收。后来

他才知道这是“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严重

时会致使全园毁灭。

“这都是吃了没经验的亏！”老罗说，因为缺

乏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病虫害处理晚了。打那

以后，老罗就一心求学。县里有猕猴桃种植培训，

他都去，还在家里安装了网络自我学习。如今，年

过七旬的他，不论是电脑还是手机，都玩得很

“溜”。

“土专家”开直播分享经验
老罗结合多年实践经验，于去年完成了基地

猕猴桃品种的更新换代，试种上了“冬红”“G9”等

新品种。

“高山地区常出现倒春寒，抽芽早的猕猴桃品

种就不适合种植。”今年 8月 22日上午，老罗在女

儿的协助下通过抖音账号“猕猴桃爸爸”，在猕猴

桃基地里开始直播，向外宣传自家果子的同时还

传授生态种植技术。

“我爸一般都是在果园里现场教学，教大家如

何选果子，怎么判断果子好坏。”老罗的女儿罗素

萍说，老爸很乐于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与别人分

享，在直播过程中互动也很多。

如今，老罗早已是遂昌县猕猴桃界有名的土

专家了，除了直播时传授经验、解决疑难，更多的

还是当地的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遇到难题前来请

教。若是情况复杂，老罗就会去基地实地查看，开

出“药方”。

前不久，王村口大坑村的猕猴桃种植户钱伟

青就给老罗打来了求助电话：“树上雪白一片，果

子上也有白白的点点，怎么办啊？”“是不是有点像

伤疤？”“对对对！”“应该是蚧壳虫害！”老罗早已

见怪不怪。

截至目前，老罗在抖音账号上，上传了 44 个

视频，不过“粉丝”只有 100多人。对此，老罗依然

充满希望地在坚持做抖音。这一个月来，他基本

保持一个星期做三次直播的频率。老罗说，只要

用心做，这些能帮到人的小视频，终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2019年，老罗售出猕猴桃 3万多斤，销

售额达 70 万元。他说，他有一个梦想，把遂昌生

态猕猴桃打造成全国品牌。而这个梦想，他不会

轻易放弃，一定要倔强地坚持到底。

记者 朱剑 通讯员 雷晓云 朱强磊

“半路出家”，自学成专家，老农民种出的猕猴桃拿下全省唯一的大奖

遂昌有位“猕猴桃爸爸”
72岁玩直播，梦想走向全国
即便粉丝并不多，老农依然倔强坚持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