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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就是靠天吃饭”，这样的传统观念曾深深烙在许多农民心中。
但走进景宁畲族自治县梅岐乡，日常所见的农业生产景观却与这一观念截然相反。
在梅岐村的“数智植物工厂”里，草莓并不需要扎根土壤，也不需要阳光照射，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采

收；在东文楼村，田里种的是“不能吃的辣椒”，但回本快、产量高且用途广泛，亩产值近万元……
在传统观念和效益更高的产业面前，梅岐乡选择了勇蹚新路。随着一次次创新探索，发展思路愈加清

晰：首先是引进经济效益好的优良作物，其次是在生产方式上变革，解放人力和时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规模。

从“靠天吃饭”到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一场关于农业产业现代化的思维之变正在悄然发生。

特色产业初探索

一场深刻的变革，往往是从不起眼之处发生的。
从地图上看，梅岐乡与县城的直线距离并不远，

但途中横亘着几座大山，增加了与外界沟通的成本，
将当地与其他乡镇阻隔开来。

囿于地理因素，过去梅岐人大多种粮食、蔬菜等
常见作物，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多元化发展。眼看着
增收之路越走越窄，当地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村里
抛荒的土地越来越多。

如何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这是
梅岐人一直思考的难题。通过考察论证，村干部发现
梅岐优越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铁皮石斛生长，于是，

“利用抛荒地种石斛”成为破题之选。
说干就干。梅岐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一起商讨可

行性，研究具体方案，并发动在外经商的村民陈思铨
等人投资 1500多万元建成了 600余亩铁皮石斛基地，
其中 35 亩建起了大棚，65 亩属于林下活树附生原生
态种植，还有 500余亩则是仿野生种植，年产值超过了
300万元。

除了直接售卖石斛鲜条、石斛花，梅岐人还将铁皮
石斛加工成铁皮枫斗、石斛粉等系列产品，远销北京、
上海、杭州等地。铁皮石斛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一张
新名片，村民也因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致富密码”。

每年夏日，在位于梅岐村村口的铁皮石斛基地
里，一丛丛绿油油的铁皮石斛就会盛开出黄灿灿的花
朵，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从科研、培育、加工、生产、销售到观光旅游、休
闲养生，我们培育出多层次、延链式的品牌运营模
式，成功提升了铁皮石斛的价值。”陈思铨告诉记者，
基地搭建了以“基地+低收入农户+政府+金融+互联
网”为主要内容的“众创平台”，在传授种植技术的同
时，鼓励周边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入股，或干脆以在
合作社务工的方式投产投劳，让更多人共享产业发
展红利，“基地建成后，村里闲置的土地得到了有效
利用，目前已惠及村民 122 人，带动村民增收 430 多
万元。”

不仅如此，梅岐村还打造了 800米长的石斛精品
小院一条街，沿街建起了包括 3个精品小院在内的 10
余处石斛景观节点，种植石斛 2万多棵、其他花卉 500
余盆。与此同时，铁皮石斛基地还向每家每户无偿提
供铁皮石斛盆栽，让村民在街道两旁、自家院落中种
植，展现绿意盎然、独具魅力的“石斛小镇”风采。

工业辣椒别样红

在梅岐乡，思维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
调整上。

面对产业缺乏多元化发展的问题，梅岐乡果断抛

弃单一、粗放的发展模式，引进更多特色经济作物，为
农民增收拓宽渠道。

秋冬时节，东文楼村迎来了一片火红的景象。村
头的基地里，一颗颗色彩鲜艳的“工业辣椒”如同燃烧
的火焰，将宁静的山谷装点得热情洋溢。

和普通辣椒不同，工业辣椒并不能食用。记者
了解到，当地种植的工业辣椒学名为“津道一号”，
由我国科学界通过来自世界各地最辣的辣椒品种
培育出来，是目前全世界实现规模化种植的“最辣
的辣椒”。这种辣椒的辣度高达 100 万斯高维尔，超
过朝天椒 10 多倍，无法直接食用，而是用于工业用
途。

“从工业辣椒中提取的辣素和色素，在生物农药、
国防军事、化妆染色等领域应用广泛，需求量非常
大。加上浙江种植工业辣椒的地区非常少，市场前景
广阔。”浙江华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必忠告
诉记者，去年 3月，梅岐乡人大主席团多次组织人大代
表到各村就产业项目谋划、实施和管理等情况展开调
研，并组织种植户外出考察学习。就是在这个过程
中，沈必忠了解到了工业辣椒这个项目。

经过考察，沈必忠选定了东文楼村作为工业辣椒
的种植基地，并在去年 4月流转了 40多亩土地试种。
短短几个月后，一垄垄红彤彤的辣椒就挂满了枝头。

到了采摘季，沈必忠第一次见识到了工业辣椒的
厉害。

“刚走进基地，还没开始采摘，我们就被呛得直打
喷嚏。”沈必忠告诉记者，有经验的工人，会在采摘时

“全副武装”——身着长袖，再戴上手套和口罩等护具。
从高空俯瞰，东文楼村像是一张斑斓的调色盘，

红椒绿树碧水蓝天相映的景象，洋溢着丰收的喜庆。
试种期结束，沈必忠发现工业辣椒产量高、回报周期
短，于是将规模扩大到了 200亩。

看到了种植工业辣椒的高效益，梅岐乡也积极推
广，将全乡的种植规模扩展到如今的 600多亩。为了
延长产业链，梅岐乡还建起了辣椒烘干厂，通过引进
现代农业设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过去我们要把辣椒送到大地乡烘干，来回运输
对辣椒的新鲜度有影响。现在，基地摘收的辣椒可以
直接在本地进厂烘干，非常方便。”景宁耀宏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么，种植工业辣椒，究竟有多挣钱？
沈必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家庭计算，每户适

合种植工业辣椒的规模约 10 亩，亩均产量约 1500 公
斤，由华耀公司统一收购、销售，亩均产值可达 9000
元，刨掉每亩 1200元左右的成本，一家人能获得七八
万元的净收益，“在清明前后种下辣椒苗，最快到农
历 7月就能采摘，产生收益。此后，一直到霜降前，都
会有产出。在基地帮工的村民，还能挣到额外的‘薪

水’。”

大山里的“植物工厂”

随着一批“新农人”的热情奔赴，新理念、新技术
不断涌现，梅岐乡开始谋求差异化发展路径。

在梅岐村口，有一座数智草莓植物工厂，在这里，
一株株草莓种在架子上，无需土壤、不靠阳光雨露也
能茁壮成长。

从空中鸟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晶莹透亮的
玻璃房，这是草莓生长的全封闭车间，它们整齐排列
在田间，与周围的青山、溪水等自然环境相比显得格
外引人注目。

进入玻璃房可以看到，内部分为 3个车间，每个车
间由 6个 8层立体栽培架组成，每层架子上均匀摆放
着 18个种植穴盘，种植穴盘内是用以固定植株的种植
基质。在一株株草莓顶上，还有一排排模拟阳光的
LED 灯，灯光均匀照在植株上，让人仿佛进入了一片
未来之境。

记者了解到，这个特殊的植物工厂引进了四维生
态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全新种植模式，在全封闭的
环境中，高精度智能计算机和各类传感器如农业生产
的“慧眼”，能对植物生长全过程的温度、湿度、光照、
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
让草莓一年四季都能持续稳定产出，产量是传统种植
模式的 10至 20倍。

实现高产出的同时，植物工厂还实现了低损耗。
“为了让产量最大化，每个种植穴盘只种 5株草莓。每
株草莓的根部对应一个营养液喷口，可以更精准地实
现营养供给。”工厂负责人赵明永告诉记者，相比传统
模式，植物工厂可节约 95%—98%的用水量，土地使用
率大幅提升，且全过程无农残、无激素添加、无重金属
污染。

这座植物工厂于今年 5月投产，经过几个月的培
育，草莓已经进入采摘期，主要销往上海、杭州等城
市，还有一部分出口国外，预计年产值可超过 500 万
元。“我们计划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增种更多的果蔬。”
赵明永说。

思维的转变，带来了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
用，也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村民们也从
最初的观望、怀疑，到如今的接受、认同，进而主动参
与植物工厂的日常管理。截至目前，工厂已累计发放
工资 60余万元。

“过去，传统耕作方式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要
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改变固有的耕种模式，让产业
来一场彻底更新。”在梅岐乡党委委员周浩勇看来，科
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农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升
级。对于梅岐而言，让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是摆脱

“靠天吃饭”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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