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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听到类似“小麦加工复杂”“我市很少有人种植”“种小麦碾粉还不如超市购买来

得便捷”的看法，也有市民对我市种植小麦抱有怀疑态度。但是，也有市民觉得，只要小麦种植户与面条加工

厂家搭成协议，前者种，后者收购，两者实现合作双赢。

不同的人、团队或是其他团体，各自所擅长的方面不同，但生活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不同组成的，很多时候，

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一件事，只有多人合力才能达到“1+1>2”的效果，从而达到双赢。

而且，每个人都在人群中，社交是无法避免的，彼此之前合作也很常见。很多人觉得，“合作”两字的利益

味太浓，殊不知，太多令人赞叹的成就，都源于“合作”。

种植加工无缝对接，实现合作共赢记者手记

前不久，龙山镇朱海家
庭农场150亩小麦进入了收
割期，黄澄澄一片很是喜人。

在 我 市 不 少 市 民 印 象
中，小麦是北方的农作物，而
且，我市小麦的加工设备也
不多，种植面积也不大。事
实果真如此吗？近日，记者
联系到朱海家庭农场负责人
朱世虎，以此为切入点，了解
我市小麦种植的现状及销售
的情况。

本地小麦粉制成的面条渐受青睐
近些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亩左右

□记者 任晓 林群心

利用单季稻收割后
土地闲置期种植小麦

“过去四五年，我家每年都种了大约五十
亩小麦，收成还过得去，亩产在 200 公斤左
右。”朱世虎是我市本地人，今年，农场试种的
150亩小麦已经完成收割，亩产也与往年相近。

记者了解到，朱世虎已经种了七八年的单
季稻。前些年，每年在水稻收割之后，一直到
第二年插下秧苗，期间有大半年时间，这些田
是闲置着的。

“冬天稻杆堆积在田里，还容易滋生病虫
害，来年就需要花更多时间治理。”他说。于
是，他想到在闲置期种植小麦，充分利用土地，
增加收入，同时，连作对两种农作物的生长都
有好处。

“我父母那辈也种植小麦，我小时候也见
过，只是这些年更少见了。”朱世虎说，因为
有先辈的种植经验，他并不担心我市的土
壤、气候是否适宜小麦生长。他对种好小麦
很有信心。

小麦和水稻一样，也需要投入精力进行管
理。说到如何管理小麦，朱世虎介绍，每年冬
天，单季稻收割完成之后，就要着手准备小麦
的种植。小麦种植之后，需要按时施肥、除草，
开春后还要防治病虫害。

“收割水稻的收割机也可用于小麦的收
割，可以省心不少。”朱世虎告诉记者，等到收
割完成之后，小麦也像稻谷一样，需要进入烘
干机烘干，这样可以延长存储期。往年，因为
种植面积不大，所以 20 多个小时就能将小麦
全部烘干，今年时间可能会稍长一些。“现在收
割、烘干小麦都有机器，比以前人工收割、看天
气晒小麦强多了，起码由于小麦发芽造成的损
失就小了。”他说。

只加工500公斤小麦粉用于销售

根据往年的经验，朱世虎家的
小麦烘干之后，就会有农户上门购
买，用作做酒的材料或是其他用
途。剩下的一部分，他会将其进行
加工，制作成小麦粉出售，小麦粉总
量在500公斤左右。

“我们家的单季稻有自己的销
售渠道，小麦收割之后也能通过网
络途径进行出售。虽然购买者不
多，但是挺固定的。”朱世虎说，他
们家没有专门加工小麦的机器，所
以都是拿到别处加工的。他说，前
几年都不需要担心小麦的销量，这
也是他增加小麦种植面积的原因
之一。

“我们家种植了 500 多亩的单
季稻，往年虽然种了小麦，但还是有
很大一部分土地没有利用。”朱世虎
说，若是能将这些土地都有效地利
用起来，而且还能提高收入，那是再

好不过了。但是，毕竟我市收购小
麦的人不多，他担心小麦的产量过
多会影响销售，得不偿失，这才有了
今年 150 亩的试种。“看看今年这
150 亩小麦的销售情况，再决定来
年种植计划。”他说。

朱世虎告诉记者，前些年，每年
单季稻收割完之后，他都能获得一
笔补贴。“单季稻和小麦分别能获得
每亩200元的补贴。”他说。记者就
此联系了市粮食局粮食业务科有关
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粮食局并
不收购小麦，故而，生产的小麦需要
由种植户各自进行销售。

记者了解到，即使我市的环境
适宜小麦种植，但是由于小麦使用
面不广，农户担心销路不畅，导致种
植面积不大，只有小部分农户愿意
种植。近些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
稳定在1500亩左右，增幅不大。防治病虫害(资料照片）

周边县市面食加工店较多，小麦粉需求量大

虽不是在北方，我市不少市民
还是喜欢吃面食，一些重要的场合
也少不了面条的存在。我市又是
永康肉麦饼的发源地，每年需要消
耗的小麦粉也不少。朱世虎说，他
家的小麦粉有一部分也是碾成小
麦粉出售的，那么，大面积种植小
麦是否会出现他所担心的供大于
求的情况？

程先生是我市方岩镇人，定居
在杭州。他经常会打电话回家，托
在 老 家 的 亲 人 给 他 寄 一 些 土 索
面。“虽然杭州的超市面条种类很
多，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种直接制
成的土索面，有嚼劲。”他说。而他

口中所说的“土索面”，来自我市隔
壁县缙云。

“据我了解，缙云索面已经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以前加工索面
所用的小麦粉是自己种的。除了
缙云，我市周边也有不少县市有面
条加工工坊。”程先生说，他也是偶
然一个机会得知，还有人用本地种
植的小麦碾成粉做索面，当时他就
买了几斤，回去煮完吃后回味无
穷，这才经常让家里寄。

今年春节，程先生回老家时，
在村子周围也发现一大片绿油油
的小麦，询问之后才知道是同村一
位村民种的。“他（小麦种植者）告

诉我，这些小麦成熟后，会加工成
小麦粉，至于销往哪里，他也不曾
细说。”他说，当时他还想着，在小
麦成熟之前预定几斤，烙饼或是做
其他面食也很不错。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多数制
作索面的面粉均来自市场。自家
种的小麦碾成的面粉制作出的索
面，与超市买来面粉制作的索面，
价格也贵了不少。

“既然有人需要这种本土小麦
粉，而有人恰好种了小麦，若是让
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就能获得双
赢了？”程先生问。

烘干设备

朱海家庭农场在收割小麦（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