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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草莓专业化生产情况初析

童建新，方献平，来文国，张 乐，余 红*

(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 通过对杭州市草莓专业化生产的特点、优势及现状的调查，分析专业化生产对杭州市草莓产业的

提升作用，总结杭州市草莓专业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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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业生产专业化是指依据客观条件，使农

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 或其中的主要环节) 实现生

产集约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其在市场经济

中的竞争力。具体来说，农业生产专业化包括农产

品生产的系列化、农业作业专业化和农业生产区

域化。
与国外发达的农业专业化生产相比，我国的农

业专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耕地少 ( 耕地面

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7% ) ，土地自然条件复杂，

特别是南方，即便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镇，也常有

山地和平原、水田和旱地等不同地貌，所以专业化

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很难笼统地提出高度的专业化

要求。由于国家的农业投资能力有限，如何运用这

些资金和设备显得尤为重要。对有限的财力、物力

作重点投放，使整个农田基本建设配套，农业机械

在各环节密切配合，工农业相互结合，生产和科研

相辅相成，从而使所投入的资金和设备获得较大的

经济效益。

1 专业化生产的现状

围绕杭州市建立的 “3 + 1”现代产业体系，

以都市产业为重点，重点打造包括特色农业、生态

农业、旅游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在内的农业专业化

生产，在水稻、食用菌、花卉、蔬菜和草莓等作物

的专业化生产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作为特色产业，草莓在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农业

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杭州草莓的主产

区，2013 年建德市本地大棚草莓种植面积 1 367
hm2，总产量 30 174 t，产值 41 360 万元。除三都

外，全市 15 个乡镇 ( 街道) 107 个行政村的 9 517
个农户从事草莓生产，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首位，

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2013 年建德市草莓产业的基本情况

种植区域
面积 /

hm2

总产量 /
t

总产值 /
万元

总效益 /
万元

折每公

顷产量 / t
折每公顷

产值 /万元

折每公顷

效益 /万元

本地种植 1 366. 67 30 174 41 360 25 581 22. 04 30. 20 18. 72
异地种植 1 213. 33 27 609 64 610 44 207 22. 76 53. 25 36. 44

草莓育苗专业化生产已在杭州全市兴起。2013
年，全市红颊草莓育苗面积超过 400 hm2，育苗总
株数 3. 3 亿株，产值达 1. 98 亿元，占全省红颊草

莓育苗面积的 80%，成为浙江最主要的红颊草莓

育苗基地。目前从事草莓育苗相关的人员有 1 800
余人，形成了建德草莓专业合作社这样的专门从事

草莓育苗和销售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大户。如建德老

黄草莓专业合作社 2013 年通过上网销售等形式，

销售草莓苗 1 500 余万株，利润 50 余万元。建德
市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育苗 12 hm2，约
1 100 余万株，销售 1 640 余万株，利润 700 余万

元。草莓育苗专业化发展使建德草莓产业更完善。
此外，近年来开沟机、旋耕机在草莓生产上得到广

泛应用。目前开沟机作畦，667 m2 草莓地成本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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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 h 内即可完成，若用人工开沟作畦至少需要
450 元，且需 3 个人工。如此省工省本，使生产效

率大大提高。
作为专业化生产的一种经营模式，杭州还大力

推进草莓休闲观光游活动，通过旅游公司、工厂、
学校、协会等团体及个人家庭游形式在草莓基地开

展生态游活动。仅以建德市杨村桥镇绪塘、梓溪、
航头镇航景和下涯等草莓观光园采摘游为例，2013
年共接待游客 8 万余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增加经

济效益 120 余万元，同时促进了城市运输、餐饮等

行业的发展。

2 专业化生产的作用

2. 1 提升效益
草莓专业化生产的形成使整个产业都处于相对

成熟的阶段。推行产业化，使产量、质量和效率得

到提高，通过节约种子、用工、投入品等，实现节

约成本。但产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2013
年的“小叶苗”问题和草莓质量安全问题等。因

此，实行草莓专业化生产，提高专业化水平，降低

劳动强度，切实为草莓生产带来效益，实现建德草

莓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鉴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良好收益，目前大部分

草莓种植基地都采用专业化生产。航头草莓生产基

地从 2011 － 2013 年实施专业化生产后，草莓生产

效益逐年增加。2011 － 2013 年，未进行专业化生

产的人工费逐年显著增加，2013 年是 2011 年的 2
倍; 而借助于专业化的生产措施，人工成本的高增

长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2 提高技术到位率

开展草莓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实施标准化栽培，

推广农业防治和物理机械防治病虫害，实施人工剥

离发病叶片和大棚放蜜蜂，提高草莓开花期的受粉

率，减少畸形果，减少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次数和使

用量，保证草莓安全。滴灌、配方施肥和植株规范

化管理等专业化措施是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大市场

必然要有大标准，继而要有标准化操作规程，就必

然要有专业化经营、专业化劳动力支撑。
2. 3 促进设施、机械化应用

工业规模化的推进基础就是把复杂的工艺拆分

为简单的操作步骤。专业化生产是单个劳动主体专

注一个技术环节或操作环节，易学易懂易到位，是

生产工艺技术到位的保证。通过实施草莓专业化生

产，加快农业设施的推广应用。草莓生产从传统的

毛竹大棚向钢架标准化大棚发展，使智能温室、连

栋大棚等设施得到发展，从而提高草莓生产设施抵

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业装备水平，

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使用效率。
2. 4 实施专业化生产，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

提升
建德农科服务有限公司专业配套生产草莓滴灌

带，产品呈供不应求的局面。草莓基地实现和旅游

休闲采摘游的对接，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近 4 万人次。在提高草莓种植经济效益的同时，带

动草莓相关产业的发展。精细化、专业化是现代农

业的趋势，作为经营主体或劳动单独主体的精力是

有限的，实行经营专业化和劳动精细化分工是提升

现代农业效益的基础。建德草莓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初步形成育苗、大棚种植技术服务、质量安全

保障、销售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在全国拥有较

高的产品知名度。

3 实施专业化生产存在的问题

3. 1 认识和系统筹划不到位
对实施草莓专业化生产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包

括实施主体、系统筹划等都有待改进。据调查，杭

州市平均每户种植草莓面积 1 500 m2 左右，规模

较小;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表现突出，新技术

应用面积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先进实用技术普及

率低。
3. 2 规划和政策措施不到位

对实施草莓专业化生产的扶持政策不到位，政

府没有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草莓种植老区由于工

业用地，城市东扩、杭黄高铁和居民集居建设等大

量土地被征用，草莓种植面积不断萎缩; 江南片各

乡镇又受到种植习惯、缺少销售队伍 ( 大户) 等

因素的影响，草莓种植规模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和

集约化程度较低，使草莓产业的稳定和发展缺乏

后劲。
3. 3 品种研发和技术不配套

草莓产业的品种提升改良步伐慢，未建立规模

化良种繁育基地。草莓品种的提纯复壮以及无性繁

育基地和良种苗储备基地等均未系统完整建立，靠

农户松散的经营模式很难在品种研发上有所作为。
3. 4 用地政策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规模小、生产单一的

家庭承包制形成不了产业化竞争力，已成为农业现

代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的严重屏障，再加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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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经商务工的农民日益增多，造成部分土地抛荒。
农村土地流转已初显成效，促进了农村土地规

模化以及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品牌化和农村多

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但农村土地

流转在政策和观念上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农民

的法制观念不强。存在缺乏组织的单一流转、流转

合同不规范及流转稳定性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第

二，流转层次不高。土地流转散、乱等现象普遍。
第三，土地流转政策有待改进，缺少稳定性。政府

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和农业设

施建设等扶持措施。流转年限在 5 年至二轮承包期

内，均能享受政府资金扶持，从而加快推进土地流

转进程。在农业设施建设扶持下，农业企业化、设

施现代化迅速兴起，农业设施每 667 m2 投入在 2
万至几十万元不等，初步形成了品牌化农业，正在

发展推进阶段。但由于农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

慢，使得现代化农业发展存在较严重的生存问题。
至二轮承包期只剩下 12 ～ 13 年，如出现少数被流

转农民终止流转合同的问题，则大量农业设施将被

废弃，甚至可能导致农业企业倒闭。第四，政府缺

少区域性统筹规划。大片农业用地被工业化、城市

化无序吞没，难以确保农业用地的长效性。

4 对策

4. 1 提高认识
必须认识到专业化生产是今后农业发展的趋

势，培育专业化生产必须培育更强的农业中介、更

丰富的农业信息发布平台和更专业的农业公共服务

体系; 进一步加强对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和引导，明

确职责，对相应合作社关键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提

高专业化服务队伍人员素质，加强思想素质教育和

生产技术培训，增强服务本领。
4. 2 制定专业化生产发展规划和政策

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对草莓专业化生产的扶

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如可建立一支

专业化的农技推广队伍，建德草莓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相关引导政策的支持。杭州市农科院是杭州市草

莓产业的权威机构，具有强大技术力量、设备优势

与技术贮备，建德市农技推广中心水果站具有较强

的技术推广能力，为建德草莓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支撑。多年来在草莓生产上推广了红颊草莓三

级良种育苗技术，从日本引进了红颊、章姬、佐贺

清香、女峰、枥乙姬等新品种，进行试种筛选后，

红颊被作为当家品种投放市场，很受欢迎，效益成

倍增加。同时推广的土壤消毒技术和放养蜜蜂技

术，微喷和滴灌应用技术、无公害草莓生产技术
( 施用有机肥、低毒高效农药、性诱捕剂等) 都在

全省得到首推，使建德草莓生产技术水平处于全省

乃至全国前列。
4. 3 确立重点支持领域

近几年，杭州市草莓生产接连出现事故，包括

草莓畸形、草莓苗病害产生的草莓枯萎及生产能力

下降等问题，影响草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期望有

关部门出台配套政策，在草莓苗的提纯复壮、草莓

无性繁育基地的建设及草莓良种苗储备基地建设等

领域给予重点扶持。
4. 4 积极推进专业化生产

提高专业化水平可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推进开

展。如育苗专业化是当前趋势，也是提高苗木质量

的唯一途径，远离本地，到外省育苗是确保苗木花

芽分化充足，减少病虫蔓延的有效物理防治办法;

另外，真正建立农民自己的协会，开展专业化自我

服务。以草莓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建德市下涯镇

有 2 661 户从事草莓生产，占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
62%，草莓生产总面积 853. 7 hm2，总收入 34 582
万元; 2012 年下涯镇发展异地种植草莓面积 553. 7
hm2，是本地种植面积的 1. 8 倍，收入 25 748 万

元，是本地的 2. 91 倍。外出种植草莓已成为建德

市下涯镇农民致富的首选。如何为外地种植农户更

好地提供销售、物资、技术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

题。计划引导农户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自己的专业化

服务组织 ( 表 2) 。
表 2 下涯镇草莓产业实施专业化生产的情况

专业化生

产环节
基地数

总面积 /

hm2

总产量 /
万株

总效益 /
万元

折每公顷

产值 /万元

折每公顷

效益 /万元

种植 12 230 6 417 64 175 41. 85 18. 601
繁育 106 283 17 850 6 120 28. 35 14. 400

还可以建立起专业营销队伍，强化品牌宣传，

实现品牌化销售。目前建德市有 3 200 人从事草莓

营销工作，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贩销大户。2008 年

建德被命名为 “中国大棚草莓之乡”，并注册了
“建德草莓”证明商标。2011 年 “建德草莓”获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在全市 15 个草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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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开展使用，建德的红颊、章姬草莓在中国

草莓擂台赛上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三等奖。近几年

来，通过举办新安江-中国草莓节，使建德草莓在

国内市场的知名度有了较大提高。为此，异地种植

草莓农户应抓住机遇，加强品牌宣传，改统货销售

为品牌销售，使品牌效益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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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芦荟冬季保温技术研究与应用

万建锋，卢 钢*

( 浙江大学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总结高保温新式大棚的设计结构，研究在华东地区芦荟越冬栽培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与普

通大棚相比，应用高保温新式大棚可增温 3 ～ 4 ℃，芦荟植株月生长量达 14 mm，较普通大棚提高 1. 3 倍; 鲜叶

出肉率达 77. 10% ，较普通大棚提高 26. 88%。高保温新式大棚的应用有效提高了棚温，保证了芦荟安全越冬和

持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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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隶属于百合科 ( Liliaceae) 芦荟属 ( Aloe
L． ) 多年生常绿多肉草本植物，起源于非洲南部大

陆，是一种集药用、观赏、美容、保健于一身的植

物。芦荟生长势强，易于管理，喜温，忌积水，怕严

寒［1 －2］。芦荟栽培需协调光照、水分、温度、土壤等

环境条件，尤其温度是芦荟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由

于芦荟耐寒性差，冬季管理稍有不善则极易冻伤，甚

至死苗［3］。所以华东地区发展大棚芦荟产业首先须解

决冬季保温技术，保证安全越冬并能持续生长。将高

保温新式大棚应用于芦荟越冬栽培，研究设施保温效

果和对芦荟植株生长与出肉率的影响，旨在为华东地

区种植芦荟冬季保温技术的研究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以库拉索芦荟 ( Aloe vera) 为试材，叶龄 2 ～

3 年。
1. 2 方法

采用高 保 温 新 式 大 棚 栽 培 芦 荟，以 普 通 大

棚栽培为 对 照，比 较 设 施 保 温 效 果 及 对 芦 荟 生

长和 出 肉 率 的 影 响。使 用 DL-WS211 温 湿 度 记

录仪 ( 杭州尽享科技有限公司) 测定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 晨 间 7 : 00 － 8 : 00 的 温 度，同

时利用直 尺 测 量 并 记 录 此 期 植 株 生 长 高 度，记

录试验期内 实 际 使 用 芦 荟 肉 量 和 芦 荟 鲜 叶 采 集

量，计算出肉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高保温新式大棚的结构特征
高保温新式大棚以普通钢架大棚为基础，采用

热镀锌低碳钢管为大棚主要骨架，大棚跨度 8 m，

主拱间距 4 m，副拱间距 0. 8 m，肩高 3 m，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