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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西溪镇共有千亩高山西瓜，棠溪、义门等山区是主产区，每年盛夏桃梨飘香时，西瓜如约甜

蜜上市，为西溪乡村振兴发展注入甜蜜能量。

在这片绿水青山的绿色氧吧里，传统模式种植的高山西瓜借力美丽乡村的发展、影视产业的不断推进、常

态化举行的节庆活动等载体销路不愁，但因设施不发达、种植模式传统、种植技术不超前等原因，受自然天气

因素影响大，未能彻底告别农业发展靠天吃饭的局面。

如何让这里的高山西瓜丰产又丰收，除拥有完善的销售渠道外，更需要像陈邦林一样的农业达人，通过采用

分批种植延长采摘的模式实现增效外，还要引进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有识之士，加大前期投入，建起大棚等设

施，走一条精品化、集约化的农旅发展之路，让这里的高山西瓜成为又一张“农字号”金名片，助农增收。

打响棠溪区域高山西瓜品牌

眼下，西溪镇各村的村民们起早摸黑忙着采摘

西瓜。“前期遭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西瓜只长藤

不长个，生长期延长。”马德金说，种了 20 多年的西

瓜，首次遇见这样的天气，从 5 月 25 日开始就遭遇

了连续的阴雨，希望接下来的高温天气，能确保 8

月 10 日左右上市的第二批瓜取得好收成，弥补些

损失。

一直来，传统农业发展靠天吃饭，天气因素直接

影响了果农收成。今年由于前期雨水较多，西瓜授

粉难，导致无法正常生长。

“西瓜藤叶子长到 10-15 张时结出的果实品

质最好，今年最佳生长期时常常下雨，影响了授

粉，因此为了确保产量只能自由挂果，这些瓜品质

如何心里也没底。”马德金说，西瓜授粉期比较短，

一般在上午 9 至 11 时，这也意味着这段时间天气

晴朗才利于结果，如果授粉期经常下雨，就会直接

影响挂果率。

聊起今年西瓜减量的情况，陈邦林也深有感

触。“今年最早的西瓜藤受雨水天气影响已基本瘟

掉，首批西瓜产量低。第二批影响不大，但总产量与

去年相比肯定大幅减少。”陈邦林说，去年天气利晴

好，西瓜大丰收，一根藤上长了多个西瓜，收入2万多

元。今年接下来的几批瓜若价格上扬，能卖到每斤2

元，收入估计也有1万多元，可与往年持平。

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高山西瓜减产

今年57岁的陈邦林是我市较早的农业函授大学

毕业生。今年他家流转了 10 多亩土地种植生姜、药

材、西瓜等。种植的 4000 多根西瓜，主要品种有早

蜜 8424 等，分 4 批陆续上市，首批于 7 月 20 日上市，

最晚的一批估计9月初采摘。

“按照往年情况，每年西瓜收入1万多元，贝母等

药材收入 1 万多元，生姜 5 万多元，全年总收入约 10

万元。”陈邦林说，虽然今年前期西瓜效益不好，但

后期这几批生长好收入能稳定。

相对于海拔略低的棠溪自然村可分多批灵活种

植高山西瓜，上徐自然村种植模式就比较单一。“村

里海拔较高，光照较为充足，较晚种植的西瓜会因温

度过高而倒藤，加之这里的农户以散种为主，要在几

亩田里配上农业设施成本太高，不现实。”马德金说，

村里每年只能种一批西瓜。这批西瓜的收成直接决

定了收入，多亏 7 月底的晴好天气，许多瓜的小藤上

也陆续挂果，果型虽然相对小些，但口感应该还不

错，还能弥补些损失。他希望有能力、有情怀的有识

之士，利用那里得天独厚的优势，种植高山果蔬，发

展观光农业等。

“因为西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传统的种植模

式，这里种出的高山西瓜全市有名，特别是上徐自然

村等好品质的瓜销路不愁，但由于散户种植规模小、

靠天吃饭、销售渠道单一等制约，要打响棠溪区域高

山西瓜品牌不易，需要有识之士共谋发展，走出一条

精品化、集约化的农业发展之路。”西溪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西溪依托影视产业的发展走出了一

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行的绿色发展之路，成功串

联了一个个的乡村美景，将影视拍摄和乡村旅游进

行了有机融合，同时还通过节庆活动，成功打响系列

特色农产品品牌，为高山西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

不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的发展添力。

分批种植延长采摘期，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增收

超强梅雨“后遗症”引发棠溪区域瓜农深层次思考

这块高山瓜品牌何日不再靠天吃饭

又到高山西瓜上市时。连日
来，西溪镇棠溪村、义门村等迎来了
一批批老顾客。高山西瓜味美，但
今年产量同比下降，原因是5月6月
的超强梅雨季，西瓜无法正常授粉，
导致减产、生长期延长。

如何让我市的高山西瓜在不利
天气影响的情况下既丰产又丰收？
这不仅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更要不断提高种植技术，适时分批
种植延长采摘期，发展设施农业、精
品农业。

□记者 秦艳华 实习生 应枝娟 孙一鸣

西溪镇是我市高山西瓜的主产区。海拔 600

多米的该镇棠溪村上徐自然村、义门村后岗头自

然村，日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各种微量元素，产出

的高山瓜甘甜如蜜，营养丰富。位于高山顶的上

徐自然村，因光照充足，沙质土壤，产出的西瓜格

外甜。

“今年西瓜成熟了吧？帮我留200斤。”“我明

天上午来运，帮忙采摘100斤。”⋯⋯连日来，棠溪

村上徐自然村村民马德金忙得不可开交，今年 60

多岁的他从早忙到晚，每天天蒙蒙亮，夫妻俩就上

山采摘，忙着接听老顾客的预约电话。

“今年西瓜成熟比去年略晚，近几日才上市，

卖2元一斤，但品质如何心里也没底。”马德金说，

连年来村里的西瓜供不应求，每年上市时唯一的

进村道路上都停满了大小购瓜车辆，销售根本不

用愁。

在上徐自然村迎来购买热潮时，3 公里外的

棠溪自然村首批西瓜早已上市。“今年首批西瓜于

7 月中下旬成熟，但产量少了五成。”棠溪村棠溪

自然村村民陈邦林说，今年首批西瓜产量低效益

低，希望接下来的好天气能让后期成熟的西瓜丰

产。

与棠溪村相比，该镇下赵村、义门村后岗头自

然村的西瓜稍早陆续成熟，其中租在下赵村种植

西瓜的磐安县新渥村村民郑千山已连续卖了 20

多天西瓜，收入1万多元；后岗头自然村的西瓜于

7 月底陆续成熟，吸引了一批批老顾客、批发商前

来采购。

陆续分批上市
今年成熟期略有延后

棠溪高山西瓜陆续上市棠溪高山西瓜陆续上市

马德金介绍高山西瓜长势马德金介绍高山西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