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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周靖凯 叶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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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青年创新团队聚焦青年创新团队

洪东彷团队发起“锁鲜之战”的故事，让
人看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魔力，更是一个科技
型小微企业在多方呵护下努力破茧的过程。

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步，是找到适配的
应用场景。洪东彷的掌沃数农（浙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早期在丽水推广智慧农业设备时
屡屡碰壁，正是因为缺乏与本地产业的深度
联结。而丽水市产投公司的“牵线”，为企业
与青田的杨梅产业搭起桥梁，让科技小微企
业不再困于“空中楼阁”；当企业围绕产业产
生创新想法时，诸如小微企业座谈会这样的
务实机制，通过“现场问题现场解决”的闭环
模式加速了项目落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青
田的招商部门、农业农村局和乡镇同心协力，
则让科技项目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孤军奋
战”，而是深度融入地方产业升级的整体布
局。

这个故事揭示了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
双重逻辑。一方面是时间维度上的“慢”。从
智能设备遇阻到杨梅锁鲜技术突破，企业破
题多年才完成科技攻关方向的调整，印证了

“关键突破需厚积薄发”的规律。因此，政府
对这类企业的培育，也要放下“短平快”思维，
宽容漫长探索期的试错成本。

另一方面是服务维度中的“真”。无论是
丽水市产投公司的精准撮合，还是座谈会的
问题解决机制，抑或基层政府的落地服务，本
质都是在用“真资源”“真行动”构建企业成长
的优质环境。这种“陪伴式”扶持，往往比单
纯的资金补贴更具可持续性。

只有当更多的“掌沃数农”在这样的环境
中拔节生长，农业科技的“时光机”才能解锁
产业振兴的无限可能。

在阳光雨露中
孕育突破

本报记者 刘淑芳

记者手记

初夏，微风轻拂青田漫山遍野的杨梅林，还未熟透
的红果已挂满枝头，等待大规模上市。然而，藏在深山
里的这份鲜甜，却受困于“24小时赏味期”，难赴远方。

面对这道保鲜难题，1990年出生的洪东彷，正在青
田县高市乡的种植基地里，带领团队锚定杨梅锁鲜技
术，致力于将杨梅保鲜期从“一天”改写为“一个月”“三
个月”，甚至更长。

此刻，基地的杨梅树上，果实的颜色渐渐变得深
红。不久后，它们将乘着洪东彷团队研发的“时光机”，
沿宁波港航线，向新加坡、迪拜乃至欧洲的水果市场发
起一场“鲜甜远征”。

与时间赛跑

去年夏天，洪东彷的人生轨迹在青田的杨梅山上拐
了个弯。

作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孵化企业——掌沃数
农（浙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洪东彷曾在 2022
年丽水市第五届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摘得桂冠。然
而，当智能农业技术随他扎根浙西南山区时，却一度在

“实验室到田间”的落地过程中遇阻。那些精密的传感
器与算法，在泥泞的山路与传统的耕作习惯中，显得难
以适应。

转折始于去年 5月的青田之行。应青田之邀，洪东
彷前往“中国杨梅之乡”考察农业场景。

漫山杨梅林映入他的眼帘，11万多亩种植面积、超
亿元产值的富民产业景，让他深感震撼。而产业背后暗
藏的“时间枷锁”，却也让他感到揪心。尽管日新月异的
冷链物流技术让青田杨梅实现在全国 100多个城市“当
日达”，甚至远销欧亚，但基于大规模集装箱海运冷链物
流的杨梅保鲜技术，在全世界都处于空白，而杨梅这种

“娇贵易腐”的南方水果，大规模销售半径很难突破 200
公里。

杨梅上市的季节里，洪东彷再次造访青田。这一
次，他亲眼目睹梅农在天蒙蒙亮时就抢摘鲜梅，而这份
辛劳在梅雨季节里显得更加无助。“大清早摘的杨梅，要
是傍晚卖不完，第二天就变质了。要是碰上雨天，杨梅
季缩短，保鲜期也更短。”老梅农蹲在果园里，看着被雨
打落在地的杨梅满脸无奈。

“我要和时间赛跑。”那一天，洪东彷带着刚摘下的
新鲜杨梅，从青田驱车至温州，再搭乘飞机抵达位于广
东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在零下 8摄氏度
的低温舱内，杨梅接受 7000伏高压低频电场技术测试，
这项由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通过干扰水分子活
动实现“深度冷藏不冻结”。

三期测试结束后，报告显示，杨梅依旧保持着刚采
摘的新鲜状态。洪东彷眼前一亮：“我们找到启动‘时光
机’的钥匙了。”

2024年 8月，洪东彷带着新技术第三次来到青田。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他创立了中侨（浙江）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头扎进保鲜技术的研发深水区。

造一台“时光机”

在高市乡的基地里，临时搭建的办公场所前摆放着
两台“大冰箱”。其中一台搭载了研究院的电场保鲜技
术与设备，发出低沉的嗡鸣。

事实上，这是一台冷链集装箱。玄机藏在顶部夹
层，里面布满了电极板。“7000 伏电场能干扰水分子运
动，让细胞即使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活
性。”洪东彷说。

这台新型冷链集装箱由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与
苏州一家冷链集装箱企业共同研发，是洪东彷发起“锁
鲜之战”的第一块拼图。

单靠一项技术远远不够，洪东彷带着团队跑遍了长
三角。基地里，另一台“冰箱”的金属装置是完成项目的
另一块拼图——来自金华兰溪浙江雪波蓝科技有限公
司的压差预冷设备。技术员指着屏幕上的曲线介绍：

“从 30摄氏度降到 3摄氏度，只需要 2小时，而传统冷库
需要 24小时。”这套设备是在青田县组织的杨梅产业外
出考察中被洪东彷发现的。作为杨梅进入“深度睡眠”
前的重要环节，它为后续保鲜抢出了关键时间。

如今，洪东彷的项目团队已聚集了七八家企业，从
种植、保鲜到包装，像一支“科技特工队”，为杨梅保鲜争
分夺秒。除了压差预冷技术和电场保鲜“黑科技”，项目
还引入了中科院高能所的“核孔膜”技术。洪东彷向记
者展示的保鲜袋上，有一个特殊的“小窗口”，覆盖原本
用于细胞分离的微米级孔径薄膜，既能隔绝病菌，又能
调控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比例。这款“会呼吸”的保鲜袋，
可以在包装环节进一步增加保鲜时长。

在种植端，洪东彷的掌沃数农正发力建设智慧大棚
设施。为增强表皮韧性、让杨梅经得起长途颠簸，“欧普
照明”的植物补光灯也被纳入“保鲜拼图”，其蓝红光波
段成为提升果实品质的秘密武器。

“我们就像在造‘时光机’。”洪东彷笑言自己更像一
个集成者，将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技术，整合成一
套“物理锁鲜系统”。他从冷链集装箱里拿出一盒冷藏
了 15天、果实依旧新鲜饱满的杨梅。尽管尚未达到预
期的保鲜时长，但他坚信，科技能让时间的刻度，在一颗
杨梅的酸甜口感中不断延展。

重构产业逻辑

“这是我规划的‘杨梅航线’。”洪东彷用手指在一张
世界地图上划出一道线——从宁波港出发，经马六甲海
峡到新加坡，穿波斯湾到迪拜，最后抵达欧洲，“很快，4
个冷链集装箱就要乘轮船进行最后的试验环节了。”

曾几何时，保鲜技术的瓶颈、航空运输每公斤高达
100元的成本，让占全球产量 90%的中国杨梅，只能眼看
高端市场被车厘子、榴莲等“洋水果”瓜分。而洪东彷
的“杨梅航线”将以冷链运输每公斤 1元的成本优势，撕
开这道市场缺口，让青田杨梅“卖全球”。

但比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这条航线对农业产业链
的重塑。在高市乡，洪东彷流转的 650亩山地正在经历
蜕变。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拔地而起，未来，水肥一体化
系统将精准调配每一滴水、每一粒肥，物联网监测设备
将实时感知温、光、湿、气等要素的微妙变化。“过去农业
靠天吃饭、看云识天气，现在我们要用科技给杨梅打造

‘恒温摇篮’。”
然而，创业路上，质疑声不断。“杨梅为什么需要保

鲜？现在的产量都不够卖！”一位杨梅种植户曾这样反
驳。当青田农户还在为“供不应求”发愁时，洪东彷认
为，“青田杨梅大多露天种植，只有让绝大部分露天杨梅
通过保鲜技术走向全国超市，甚至世界，才能真正实现
产业的壮大。”

在洪东彷的设想里，浙江作为全国杨梅主产地，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果实，这正是“杨
梅航线”最坚实的根基，这场“锁鲜之战”，不仅是杨梅跨
越山海的旅程，更是农业科技在绿水青山间蓬勃生长的
见证，“农业的未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在每
一次打破常规的探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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