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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观察，蔬菜种植各环节，有人欢喜有人

愁。从面上看，株洲蔬菜产业到底发展如何，路在

何方？

“近年来，我市蔬菜产业都在把夯实基地建

设推进稳产保供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突出打造

‘北部蔬菜基地群’‘中部蔬菜基地圈’‘南部

外销基地’。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因为没有

钱，很多政策并没有落实，仅仅停留在

纸上。”株洲市农业局一相关负责人表示。

缺乏政策支持的蔬菜种植，困难重重。

“以小农户为主，主要销往本地。资金非

常薄弱，扩产能力非常有限，在全国市场上，

可以说不堪一击。”荷塘区农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地蔬菜产业几乎没有配套支持资

金，规模化发展只能通过行业抱团取暖。

去年起，荷塘区蔬菜种植大户联合成

立了荷塘区农业产业协会，以农校对接为

切入口，打通了 20余家学校的本地菜供应

渠道。

渌口区南洲镇湘东村虽然种植香料菜

已有几十年历史，在长株潭甚至湖南打造

了香料菜的种植名片。然而，由于水利失

修，种植灌溉仍旧依靠村里抽水机从湘江

引水。

“每年电费都要 20余万元。”该村村支

部书记曹发明介绍，如果有对口资金的支

持，将村上水渠修通，搭建滴灌系统，村集

体和老百姓一年至少增收 120万元。目前，

湘东村总种植面积达 2000亩，是株洲单村

种植面积最大的村。水利成为该村蔬菜产

业升级发展的最大短板。

资金和基础设施之外，政策不匹配也

阻碍着产业的发展。

“新建的大棚国土资源部门不同意，原

本今年可投产的大棚，目前尚未收尾。”去

年 12 月末，石三门管委会产业建设负责人

冯正根正下田查看株洲裕农优质农产品种

植有限公司的大棚建设进度时感慨道，只有

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对农业的重视，才能打通

设施建设等农业发展的堵点。

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阶段，人才的老化

和手工作业特点，缺乏市场意识等，都反过来

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

“必须引进一大批懂农业、园艺、营销的人

才进入蔬菜产业队伍，才能激发出蔬菜的商品属

性，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带富一方的产业。”株洲

市现代农业协会负责人、叁农公司负责人萧军介

绍，想要解决产业人才这一短板，必须大力推进职业

农民养老、医疗保障，提高农民社会地位。2021年，天

元区将农业人才纳入高新人才评选机制，一些尝试正在

进行。

尽管处在并非优良的发展环境，搭着城市化的高速列

车，作为城市菜篮子，蔬菜产业仍在探索中前进，大户与散户、

上下游正加速聚合。

摸爬滚打 4年后，文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年开始跳出大

规模种植的路子，与村上散户合作形成联盟。“他们按照我的标准种，

我负责全流程农资批量采购、统一技术输出和市场对接。”合作社负责

人刘先生希望，通过产销一体化的建设，压缩产业链成本，实现农民增收。

在天元区，叁农公司也放弃了当初的千亩种植基地，向散户输出标准化

技术形成合作。去年，该公司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目前，公司正联合雷打石镇、三门镇等多个村的农户一起，创建全省最大

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总建成面积将达 2000余亩。当前已建与 4个村联

合建成 800亩基地。

通过标准化输出，本地蔬菜走上北上广等高端市场，本地散种

的甜心菜，通过叁农公司杂交育种和生态标准化种植后，达

到零农药投入、零添加剂、零化学肥料生产的三零标准甜

心菜，在粤港澳大湾区每公斤可卖到 32元至 36元。

瞄中本地市场对高端蔬菜的需求，株洲裕农优质

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正牵头成立石三门蔬菜联盟，

以大运营模式搭建农产品出村进城平台。

同样看中这一市场的还有本土连锁商超奇迹超

市。这个冬天，奇迹超市董事长杨建辉带着团队几乎

走遍了株洲的蔬菜基地，目前已与渌口湘东村、天元

区伞铺村、养鲤村、胜塘村等达成产销合作。以“一村

一品”打造产地到终端的直通车。

在市场端，一条以压缩产业链成本、提高链条各环

节产出和效益的整合之势正加速形成。

醴陵的冬日旷野，农人们星星点点散布在农闲的蔬菜基
地，拾掇着枯萎的丝瓜藤，准备迎接春耕。

远看渌口南洲镇，厚厚的绿毯随风滚浪，露天的香料菜迎
来了一年中丰收的光景。来来往往的车辆，承载着村民的喜悦。

2019 年，我市出台了 《株洲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提出着力培育油茶、蔬菜、畜禽三个综合产值超100亿
元的产业。今年，尽管遭遇了疫情来最大的滞销，我市蔬菜产业仍旧实现了面
积和产量双提高。统计数字显示，截至目前，我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27.62万
多亩，产量35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94%，3.64%。

开展种子提纯复壮保护本土特色优势，探索人无我有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蔬
菜链条加速整合形成产业链优势。在株洲广大农村土地上，蔬菜正成为一个富民
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主打产业。

打开育苗大棚，温暖扑面而来。这是醴陵市白

兔潭镇洙塘村刘代炎家的大棚。

大棚里，一根根电丝搭成菜苗的温床，上下盖

上两层厚厚的保温膜，丝瓜、茄子、辣椒……一众

菜秧子全然不顾外界的寒风，肆意生长着。

刘代炎家的茄子苗已脱去稚嫩，有了五六厘

米高的身形。要是在春天里，这么高的秧苗，早已

被移栽到地里。当下，秧苗还要在大棚里猫冬。

“长到 20厘米高快开花时移栽，不到三月蔬菜

就上市了。”刘代炎看着秧苗，脸上满是来年的期

待。

醴陵早春蔬菜，以年前育苗年后移植，在长株

潭乃至江西周边地区成为一张名片。早春蔬菜的

价格优势，让一个一个村庄有了长久的富民产业。

15 年前，刘代炎成为回乡开启蔬菜种植事业

的首批带头人。“流转了 20多亩地，雇佣一个劳动力，

一年下来毛利 40余万元。除去成本，每年 20多万元纯

收入不成问题。”刘代炎说，也就是这 15 年间，当地蔬

菜种植渐成气候。

仅在洙塘村，像刘代炎这样的种植大户就有 7户，

连带周边小户，该村蔬菜种植面积超过 200多亩。

一个一个的种植村，构成了醴陵蔬菜产业完整的

链条。刘代炎介绍，光在东乡，就有 500余个菜贩子，一

到早春蔬菜上市旺季，他们行走在田间地头，每天几

十车蔬菜从这里出发，被销往长沙、衡阳、萍乡和株洲

等地。一颗颗蔬菜种子在土地上点绿成“金”。

“南兴街上百万一个的门面，都是村民全款买的。

只要有劳动力的家庭，一年最少也有六七万元收入。”

当地发展蔬菜产业十余年，醴陵已形成了农资、蔬菜

种植、收购、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今年，醴陵蔬

菜种植基地达 8万亩，年产值 11亿元。

同样以蔬菜种植出名的，还有渌口区南洲镇湘东

村。这里是湖南最大的香料菜种植基地。

刚收割完芹菜，刘爱国高扬着锄头翻耕着土地，

准备下一轮种植。一个人伺候 2亩地，一年赚个六七万

元，他心满意足了。

记者走访乡村发现，株洲蔬菜种植仍旧以散户为

主。而恰恰是一个一个的散户，形成了醴陵早春蔬菜

品牌、湘东香料菜基地等株洲蔬菜品牌，几十年长久

不衰，成为富民安民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主打产业。

散户赚点“小钱”容易，但大户稍大不慎还会亏

本。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难过规模关。

在醴陵市茶山镇转步口村，1200 亩大棚联排铺

开，望不到边际。

这是株洲目前单体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然而，

冬日的大棚空空如也。由于疫情引起的滞销，茄子等

各色蔬菜仍旧挂在树上无人采摘。“行情不好，就没种

了。”负责人田军说道。

4年前，瓷器产业起家的欧阳仁武创办天睿农业，

入局蔬菜种植业。借助太空育种优势，欲打造集农业

科研、科普教育、亲子拓展、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示范小镇。

“跟当初的规划越来越不像了。”80后青年田军原

本从事电脑维修工作，妹夫欧阳仁武创办天睿农业

时，他也信心满满地加入。4 年后，当初的创业激情被

消耗殆尽。

“当时想着分红，几年后上市，规划得很好。”田军

介绍，第一年，他们上马种植了 1000亩瓜果蔬菜，还在

海吉星农批市场拥有两个销售点，与长沙兴盛优选、

多多买菜形成合作。由于不懂销售，当年的哈密瓜全

烂在了仓库。

为了减少损失，目前，公司蔬菜种植仅 300余亩，

其余转种水稻以减少损失。“一年工资就要 100 多万

元，田租 60多万元，然而你看地里的菜，几毛钱一斤，

卖都不想卖。”说起蔬菜种植，田军目前显得毫无头

绪。

都说搞农业三年起步，五年见成效。经过 4年摸爬

滚打，田军却认为，产业的环境更为重要。4年里，天睿

农业技术员请了几波，却没遇到一个特别满意的。“不

仅请人贵，如果全按照技术员的标准，肥料、配置上太

高，投入产出不一定成比。”不仅是技术员，当地工人

也以 60岁以上为主，很难有懂技术的熟练工。

“寿光等地家家户户种蔬菜，很容易有规模效应。

我们单打独斗没有补充，很难与市场抗衡。”田军表

示，没有政策的扶持，单个的规模种植很难生存下去。

为何散户都赚钱，上了规模后反而无效益？醴陵

市农业局蔬菜办杨立红在此岗位上已近 20年，几乎见

证了醴陵蔬菜产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表示，全国

蔬菜产业早已严重过剩，蔬菜本身的低附加值，让大

规模经营往往难以覆盖成本。而精根细作的小农经

营，反而能赚钱。

“说白了，蔬菜产业只够农民赚点工资钱。资本再

想进入赚钱，就很难。”杨立红介绍，在醴陵，恰恰是一

个个分散经营的家庭农场，构建了蔬菜产业的体系。

其中的农资供应、技术、销售、加工各环节协作配合，

拥有不同本领的农人，都在蔬菜这一链条上输出自己

的价值，实现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何在散户们奉为致富好出路的蔬菜产业上找

到自己的价值点，成为大户们思考的方向。

同样经历过上千亩大规模种植的失败后，湖

南叁农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叁农公司）开

拓“人无我有”新赛道，将目光转向了绿色康养食

材的种植上。

“小众、奇异、康养，是我们蔬菜品牌化之路。”

叁农公司负责人萧军介绍，天元之南特有的紫色

土赋予甘甜口感，成为当地蔬菜打入高端市场的

敲门砖。搭着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光三门肉

冬瓜，就实现了年产值上千万元的销售。

近年来，叁农公司陆续培育了小亲椒、弗兰人

辣椒、孢蓝花、雪域玲珑、黑玫瑰苦瓜等 17个高端

蔬菜产品，且皆为绿色食品。

前段时间，叁农公司顺利通过全省绿色食品

原料示范基地评审，这意味着，叁农公司所有生产

资料实现了全流程绿色化。

以一产的高端化和标准化稳步扩建，向产品

深加工领域探索。今年 6月，叁农公司与一省外高

端餐饮合作研发，以三门肉冬瓜、紫薇菜等公司种

植的特色品种为原料，推出糕点、汤菜、主食等 6

个单品。

掌握着终端产品开发知识产权的叁农公司，

拥有了更多的市场话语权。除高端餐饮私人订制

外，公司还在月福农产品工业园内建立了净菜

工厂，引进了糕点工厂，产品深加工从私人订

制开始向量产扩展。

随着公司绿色产品品类不断丰富，

2023年，公司还将在北上广等地的绿地

全球商品直销中心、华润 Ole 等高端

商场开设一批绿色食品专柜。放大

“人无我有”的优势，叁农公司不

断提高蔬菜的附加值，在全国

拥有越来越多的高端朋友

圈。

“我们想做农产品

领域的高精尖和小巨

人。”从大种植向大

平台大品牌转型

后，萧军的蔬

菜 产 业 之

路 越 来

越 清

晰。

农业产品想做高精尖，优良

的种子是高产高效的“芯片”，作

为地方特色产品，其血统是否纯

正，商品性好不好十分关键。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醴陵

玻璃椒，干椒呈牛角形，色泽鲜

红，皮薄肉厚，光滑透明如玻璃,

在当地已种植百余年。凭借高颜

值、高品质，早在 1970年代，产品

就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20多个国

家和地区。

近年，醴陵市把醴陵玻璃椒

作为特色产业来抓，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带富效果不断增强。今

年，全市栽培面积达 1.7 万亩，同

比增加 980 亩，玻璃椒年生产能

力 6000 吨 ，年 产 值 2.5 亿 元 。

2022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中，醴陵

玻璃椒名列其中，品牌强度为

758，品牌价值达 1.75亿元。

这一成绩，来源于 2 年前的

谋划。

2020年，为解决醴陵玻璃椒

因种植时间长、种性退化带来的

竞争力减弱这一难题，醴陵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聘请湖南农业大

学和湖南蔬菜研究所等单位的

蔬菜专家，组建专家团队，精心

对“原始品种”进行提纯复壮。

从田间采集的 30 个原始株

系，通过基因分析、海南加代筛

选和在醴陵田间试种比

较，历时 3年，纯正血

统的醴陵玻璃椒

成功“复活”。

去年 7 月，

代号为

“BL

8”的株系，通过株洲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的专家鉴定。

对整个产业而言，鲜椒整齐

一致，不仅采摘和分拣分级更

快，而且产品品相和等级得到提

升，能获得更好的效益。杨立红

表示，明年醴陵基本将淘汰“原

始品种”，全面改种 BL8。

同 样 在 今 年 ，茶 陵 紫 皮 大

蒜、王十万黄辣椒、白关丝瓜等

当地特色品种的提纯复壮。

通过提纯复壮，茶陵紫皮大

蒜一改往昔种子退化造成的小

个头形象，蒜头平均直径 5.25厘

米、鲜产重量达到每亩约 550 公

斤。

经过 2 年多提纯复壮，白关

丝瓜品种种性亦全面恢复。不仅

亩产高达 5000 公斤，病虫害也

不断减少。依托农业技术，白关

丝瓜先后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成为株洲地区首个获批国家地

标双认证的蔬菜品种。

提纯复壮，成为近年来我市

蔬菜产业发展的热点词汇。这背

后，离不开我市农业部门与湖南

农业大学、湖南蔬菜研究所等科

研机构不断加深的合作。

据统计，仅 2020 年一年，我

市就派出 100 名科技特派员，实

现各县区全覆盖。科技特派员

下 乡 ，共 带 动 项 目 投 资

54433万元，实现年利

润 42447.42 万 元 。

推广新技术、新

品种 209 个，

开 发 新 品

种 117

个。

蔬菜
产业

，链
条
加
速
形
成

——株
洲
乡
村

振
兴
之
产
业
观
察

③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成
姣
兰

1 安居乐业的菜农

不断缩减的大户2

3
绿色生态的出路

三门肉冬瓜基

地开启春耕准备。

成姣兰/摄

渌 口 区 南 洲 镇

湘东村香料菜基地，

农 户 正 在 翻 新 土 地

准备下一轮种植。

成姣兰/摄

4

5 走向联盟的链条

提纯复壮的种苗

株洲裕农优质株洲裕农优质
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农产品种植有限公
司的新品皱皮辣椒司的新品皱皮辣椒
个头硕大个头硕大，，深受市场深受市场
欢迎欢迎。。成姣兰成姣兰//摄摄

育苗大棚里育苗大棚里，，
茄 子 苗 茁 壮 成茄 子 苗 茁 壮 成
长长。。成姣兰成姣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