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竹园村党支部书记胡龙海见

证了蔬菜基地的成长过程。印象中，

从最初 300 个大棚，到如今一排排拱

型钢架棚连建的千亩蔬菜产业示范

区，成为了周边村民创收的热土。

“基础设施完善，种植技术发生

变化后，农民效益更好了。”胡龙海

算了一笔经济账，在基地种菜，有技

术的菜农种植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

瓜果类蔬菜，间隔时期种上一季芹

菜，10个大棚至少净赚12万元。

看到基地发展变化和现代农业

光明的发展前景，胡龙海毅然选择弃

商从农，用之前办厂理念发展农业经

济，与朋友合伙成立了浙江鸿顺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 170 亩“精装修”菜园

建起单栋、连栋设施大棚，安装喷嘀

灌、杀虫灯等先进设施。近期，园区

还通过实施自动引提水工程，解决用

水难题，只要种植户随时打开田边水

龙头，源源不断的水即流入棚内。

此外，精品园还采用了防虫网、

诱虫色板、新型农膜、现代农机等无

公害蔬菜生产先进技术，及时做好田

间生产档案记录，落实农产品质量安

全工作，种植优质安全蔬菜。

“设施完善、技术先进是种出优

质蔬菜的基础，但未来的农业发展要

向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和互联网+迈

步。”胡龙海说，西竹园蔬菜基地在我

市地位不可小觑，下一步要在传统蔬

菜批发销售的基础上，向蔬菜观光采

摘转型，打造成蔬菜种植和蔬菜品种

展示的科普基地。

今年，浙江鸿顺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了休闲蔬菜科普长廊、

冷库，积极从外地引进蔬菜新品种，丰

富蔬菜种类，提升种植效益。

A.A. 完善设施 让菜农种出更安全优质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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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在西竹园蔬菜
基地绿油油的大棚里，菜农们
正忙碌地播种，自近期“精装
修”大棚完成自动引提水工程
后，精品园里的菜农们种菜积
极性更高了。

目前，这座以现代科技
为依托，以发展特色蔬菜产
业 为 动 力 的 设 施 蔬 菜 精 品
园，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让
菜农种菜更便捷、更省力。

在科学种菜时，胡龙海严格把

关上市蔬菜的安全问题。每周一、

三、五上午，他都会把即将上市销售

的蔬菜送往东城街道农业公共服务

中心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像胡龙海一样，西竹园蔬菜基地

80 多位蔬菜种植大户，也常态化送

菜到检测中心检测。东城街道则专

门安排大学生村官徐金永从事蔬菜

检测工作。

近日，徐金永像往常一样，带上

检测用品，准时赶到西竹园蔬菜基

地，为即将上市的蔬菜“体检”。

基地池塘边，10 多位菜农正麻

利地洗菜、整理，这些是准备运到农

贸市场批发的新鲜蔬菜。徐金永从

中挑选几根小菜袋装，贴上标签，带

到蔬菜检测实验室，对蔬菜样品进行

农药残留、有机磷、有机氯等检测。

一小时后，10 个蔬菜样品检测

数据出炉。“冬季冷，害虫少，随机检

测任务轻，每月大概2至3次；夏季抽

检频率相对高，每周 2 至 3 次。”徐金

永说，对于检测结果超标的样品，要

告知菜农延后采摘，待符合间隔期标

准后才能上市销售。

据悉，蔬菜检测是东城街道农业

公共服务中心常年开展的一项农业服

务项目。中心设立了专家咨询室、农

函大培训中心，配备土壤养分测定仪、

速测仪、手持GPS、面积测定仪等仪器

设备，全面开展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

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三位一

体”的农业公共服务管理工作。

“东城街道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前

身是东城街道农林水技术服务中心，

创建于 2010 年，前年街道投入 35 万

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建成

了示范性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东城

街道农办主任施胜利说，基地主要把

好种植过程中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在依托检测中心抽检的基础上，大力

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蔬菜基

地 80 多位种植大户签订农产品质量

安全责任书，层层落实生产档案记

录，经常性联合农业执法部门对农业

投入品进行检查，从源头上撑起一把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伞。

B.B. 依托街道蔬菜检测中心 严把安全关

在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的同

时，东城街道还在西竹园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财力，软

硬结合帮助菜农增产增收。

“以前种菜靠田间地头积累的

老经验，现在只有科学种菜才能获

得好收益。”东城蔬菜协会会长、西

竹园村民胡玉岳说，在基地种菜 10

多年里，街道农办先后邀请了省农

业厅、省农科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以及我市本地的农业专家、教授授

课，帮助菜农提升种植技术。

据 悉 ，西 竹 园 蔬 菜 基 地 有 小

规 模 种 植 散 户 菜 农 80 多 户 ，为 让

他 们 跟 上 现 代 农 业 技 术 步 伐 ，种

出 优 质 蔬 菜 ，东 城 街 道 每 年 组 织

一 次 以 上 技 术 培 训 ，并 组 织 外 出

取经，开拓视野，引进先进管理模

式和种植技术。

此外，东城街道还大力推行科

技示范引领作用，在蔬菜基地推选

产 生 了 15 位 科 技 示 范 户 ，指 导 建

立田间生产档案记录，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可追溯打好基础，全面普及

推广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

约化经营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增

效、菜农增收。

C.C. 软硬结合 助力散户菜农增产增收

东城街道投巨资建设西竹园蔬菜基地

每年万吨优质蔬菜进入市民菜篮子

□记者 秦艳华 俞晓赟

经过 15 年发展，东城街道西竹园
蔬菜基地从最初 300 个大棚，成为了如
今横跨西竹园、朱明、大园童三个村，面
积达 1000 多亩，拥有先进现代科技的
省级保障型蔬菜基地。近 5 年内，该基
地先后整合省、市、农户资金 800 多万
元进行提升建设，完善水、路、电以及喷
滴灌等先进设施，引进杀虫灯、诱虫色
板、防虫网等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建
成了全市最大的钢架大棚蔬菜基地，每
年产优质新鲜蔬菜 1 万吨，丰富了我市
市民的“菜篮子”。

高投入培育绿色蔬菜
让市民菜篮子拎得更轻

15 载春秋，西竹园蔬菜基地悄然变
化：2001 年，建起 300 个钢架大棚，50
多个种植户单独生产经营，起早摸黑劳
作，用最传统的方法种植、批发销售，经
济效益并不高；

2004 年，基地慢慢向周边村庄扩
展，在西竹园、朱明、大园童三个村共建
设了650个钢架大棚，并被评定为“浙江
省级无公害瓜菜基地”，注册“西竹园”
蔬菜商标，成为 2006 年市十大农业品
牌之一；

2011 年，蔬菜基地迎来质的飞跃，
被列入永康市现代农业综合区发展规
划，至今共整合资金800多万元，提升完
善“软硬”设施——通过项目申报，争取
财政资金进行土壤改良，全面推广使用
绿色无公害商品有机肥，以克服连作障
碍对蔬菜生产的影响。

“ 下 一 步 将 以 现 代 科 技 为 依 托 ，
以发展特色蔬菜产业为动力，以西竹
园蔬菜精品园为建设重点，建成采后
处理设施完善、产业服务中心配套、

组织化程度高的蔬菜产业示范区。”

市农林局经济特产站站长陈松跃说，

西竹园是我市设施完善、规模最大的

蔬菜基地，是我市“菜篮子”工程的有

效保障，能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

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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