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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是浙江省省花，它高雅清

幽，超凡脱俗，是一种观赏性极高

的植物，深受人们喜爱。在衢江区

全旺镇的国家级高新农业园区三

易易公司内，藏着一个衢州规模最

大的兰园——衢江区幽兰谷家庭

农场。日前，记者走进这座兰园一

探究竟，发现园内两个总面积达

4000平方米的玻璃大棚里，种植着

园主从全国各地淘来的兰花珍品

以及自己扩繁的兰花。目前，该农

场的兰花种植数量已达 6 万多盆，

园主还通过抖音直播将园内兰花

卖向全国各地。

养兰爱好发展成了事业

“兰花低调而内敛，不以无人

而不芳，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人谦

逊、含蓄的美德。欣赏兰花，就是

传播中华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体

现。”记者望着似乎大同小异的兰

花颇为困惑，低调谦和的园主叶瑾

青便搬来一盆盆兰花，对着叶片、

花型等耐心地科普：“从品种上分，

兰花主要有春兰、蕙兰、建兰、墨兰

等品种；而从瓣形、花色等方面分，

又可以分为荷瓣、水仙瓣、梅瓣、素

心、奇花等。”

在叶瑾青的兰园里，一个大棚

种植的是面向大众市场的秋榜，这

是墨兰的一个变种，因其花期在农

历九月左右（古时朝廷考试放榜

时）而得名，寓意非常好，是喜庆之

花、吉祥之花。而另一个大棚则是

更具个性、价值更高的艺草艺花

区。这里的不少兰花叶片上有独

特的花纹，每一盆兰花都堪称是独

一无二的艺术品。兰花爱好者根

据叶片形态就可以进行交易，而不

必等到开花。

谈起为何进入兰花种植行业，

叶瑾青说是有缘。他以前从事建

筑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2013

年，事业遭遇挫折，心情苦闷的他

偶然接触到了兰花。从养小苗到

见证兰花的开花过程，时间久了，

叶瑾青浮躁的心逐渐平静了下

来。同时，他心中的田园梦也在召

唤，2016年，叶瑾青顺势而为，开启

了专业养兰的二次创业路。

养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

初，叶瑾青与朋友合伙共投入 200

多万元，从全国各地高价买入当时

市场上流行的传统老品种春兰和

蕙兰。然而，他们“冲”进去时，刚

好站在了“高岗”上，投入的资金几

乎每年减半蒸发，最终只能忍痛逐

步淘汰边缘化品种。由于对市场

动向缺乏了解，叶瑾青为此交了一

笔昂贵的“学费”。

痛定思痛，叶瑾青深知要走自

己的路才会有出路。通过深入学习

相关文章和仔细观察市场，他得知

兰花的流行趋势大约每4年至5年

会发生一次变化。因此，从事这一

行业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品种和流行

趋势，于是，他采取“两条腿走路”的

策略：一方面，结合当下消费者对个

性化的追求，选育培育新奇特的蕙

兰艺草；另一方面，种养一些中低价

位的品种满足大众市场需求。

培育的兰花开始卖向全国

如何判断一盆兰花价值的高

低？叶瑾青带着记者漫步在静谧

的兰园中，耐心地说：“首先，兰花

讲究物以稀为贵，在有瓣形的基础

上，还要符合三个核心标准，即平

肩、捧不拆、舌头不卷，只要其中一

项未达标，兰花的价值就会降低。”

经过十多年积累，叶瑾青在兰

花种植方面已然经验丰富。这些

年来，他选育的春兰品种“彩素”

“朝阳素”和“新月素”，以及蕙兰品

种“金粉世家”，深受国内兰友们的

喜爱。其中，“金粉世家”每苗价格

可达10万元。去年，他选送的兰花

“皓月彩素”还在全国春兰展上荣

获银奖，今年选送的“桃花公主”又

摘得铜奖。接下来，他的目标之一

就是继续选育出好兰花，通过参加

大型兰展，让更多的人了解衢州培

育的兰花。

兰花苗虽价值不菲，但收益是

否可观？叶瑾青望着苗圃解释道：

“这些年来，我陆续采购了上万盆

资源性种苗，其中 99%尚未开花。

培育初期投入较大，一直处于滚动

式投入阶段，难以快速见到效益。”

然而，正是养兰的过程让他慢下

来，学会了脚踏实地。他相信自己

的眼光，也愿意耐心等待。这个过

程虽然缓慢，却让他倍感充实，他

预计，今年进一步扩繁后，明后年

将迎来可观的收益。

目前，叶瑾青主要通过网络销

售的方式出售自家的兰花苗。自

2023 年年底开始，他每天傍晚 5 点

至 7 点都会在抖音上开直播，粉丝

已超一万。“直播过程中，我能直接

接触到客户，可以更直观地洞察市

场需求，从而更好地指导后端种植

品种的调整。”叶瑾青感叹，时间完

全不够，每天打理兰园、发货、选品

都需要耗费时间。接下来，他准备

招募新主播加入，用更多时间全方

位展示自家的兰花，为客户带来更

多的优质产品。

兰园欣欣向荣，共富效益也进

一步凸显。叶瑾青说：“兰花植株小

巧，管理便捷，老人们也能轻松上

手。目前，农场雇了三四个工人，他

们每年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3 万多

元。”此外，农场还带动了十余名农

户投身兰花种植，叶瑾青为他们传

授技艺、提供销售渠道，其中收益较

高的农户年收入可达十多万元。

衢州日报

衢江有个全市最大的兰园
目前，园主已经通过抖音直播将产品卖向全国 本报讯（记者 张丽莹）3 月

26日，衢州市衢江东方广场商贸有

限公司与衢江传媒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

合作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双方

将整合媒体资源与商业优势，共同

探索“传媒+产业”的创新模式，助

推衢江商贸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

上午10时，在东方广场中庭，

“衢江东方广场”与衢江传媒集团举

行签约仪式，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双方具体需求，衢江传

媒集团依托报纸、广播、电视、E览

衢江、衢江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利用活动策划、外宣网络等资

源，更好地与“衢江东方广场”重

点业务相结合，进一步提升“衢江

东方广场”的业务品质和品牌影

响力。

“我们将借助传媒集团的多

元渠道，打造品牌高地，通过购物

节、文化演出等活动，激活衢江的

消费，为市民创造更多的惊喜，更

好地服务我们衢江的发展。”衢州

市衢江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爱说。

下一步，双方将以“传媒+产

业”融合为突破口，在今年二季度

联合推出“衢江东方好物节”“十

周年店庆”等系列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联动，创新消费场景，助力市

民品质生活。

“衢江东方广场”与衢江传媒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衢江区晋航家庭农场茭鳖共生绘新篇
“你看，这批茭白现在长得很

好，预计5月份就能收了。”近日，记

者走进位于衢江区杜泽镇潜灵村

的衢江区晋航家庭农场，看见该农

场负责人刘国松正在郁郁葱葱的

茭白田里忙碌着，还不时查看在茭

白苗间游荡的小甲鱼。

衢江区晋航家庭农场成立于

2013年，2023年依托衢江区水产技

术推广站的全程技术指导，该农场

以50亩核心示范基地为突破口，创

新推广“茭白——甲鱼绿色生态种

养模式”，蹚出了一条生态循环、提

质增效的农业发展新路。

“茭鳖共生能促进资源高效利

用。甲鱼在茭白田中仿野生养殖，以

福寿螺、小鱼虾为食，排泄物经微生

物分解后转化为茭白的天然肥料；茭

白叶则为甲鱼遮阳降温，稳定水温。”

衢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相

告，在这种模式下，甲鱼活动促进了

水体流动，茭白根系吸附净化水质，

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则为甲鱼生长

提供优越环境。这一模式不仅节约

成本，更保护了周边水域生态，实现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可持续目标。

茭白田成为甲鱼的“健身房”，

甲鱼成为茭白的“营养师”。在这一

循环链条下，该农场茭白亩产量达

2.1吨，甲鱼亩产100公斤，年总产值

突破300万元，亩均增收超3万元。

相比单一种植模式，生态种养模式

下，亩均增收超6000元，综合效益提

升15%以上。更让人欣喜的是，农场

还通过生物防治、物理诱控等绿色

技术，使病虫害发生率降低40%。而

农药化肥的减少使用，使得茭白品

质得到显著提升，优质商品率提高

30%，成为市场上抢手的“生态菜”。

作为衢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

示范点，该农场在技术攻坚、模式推

广中始终得到专业支持。衢江区水

产推广站专家团队定期驻点指导，

从种苗选育、水质调控到病害防治，

均提供“全周期”服务。农场通过现

场观摩、免费培训等形式，将技术红

利辐射至周边200余亩农田，带动30

余户农户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

此外，衢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还联合科研单位开展试验示范，通

过冷库保鲜、电商销售等延长产业

链，进一步提升“杜泽茭白”品牌价

值。这一“政府+技术+农户”的协

作模式，为衢江区万亩茭白基地建

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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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搭台话消防 乡音乡戏护青山
本报讯（记者 张丽莹）3月19

日是省森林消防宣传日，为提高森

林防灭火知识普及率，提升森林防

火和全民生态文明意识，衢江区林

业、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在杜泽

镇联合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当天下午三点，杜泽镇杜氏宗

祠内座无虚席，婺剧折子戏《穆桂

英下山》正在精彩上演。演员们水

袖轻扬的身段和高亢激昂的唱腔，

引得台下老戏迷们都忍不住跟着

节奏打起拍子。

“《穆桂英下山》这段节目比较

吸引人，表演得相当好，大家看了

都比较开心。”杜泽镇一村村民童

林山说。

表演间隙，三轮知识竞答让村

民 从“ 看 戏 人 ”变 成“ 防 火 明 白

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哪些行

为？”“被火围困时正确的逃生方式

是什么？”“我国森林防火报警电话

是什么？”随着主持人抛出问题，台

下观众争先恐后举手，答对的可获

得布袋、雨伞、水杯等物品，上面印

有森林防火宣传标语。这种寓教

于乐的“一对一”讲解、宣传，让大

家对农事用火规范、文明祭祀等知

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我今天回答的两个问题都回

答对了，我还了解了森林防火报警

电话12119。森林防火当然是很重

要，特别是过段时间就要清明了，

这样做大家都有消防安全意识。”

童林山说。

“戏曲表演穿插了森林防火宣

传，讲到了很多防火知识点，让我

更加强了防火的意识。”杜泽镇四

村村民许华说。

除了婺剧演出，传统民乐与现

代技艺的交响同样扣人心弦。唢

呐独奏《百鸟朝凤》婉转啼鸣，应和

着春天的蓬勃生机；二胡独奏《战

马奔腾》的弓弦间似有千军呼啸；

杂耍《青春律动》妙趣横生，村民们

频频举起手机拍下精彩的一幕幕。

“老年人这块防火意识相对弱

一点。戏曲深受老年人欢迎，通过

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更多森林消

防知识、增强森林防火意识。”衢江

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卫

东说。

通过传统文化与森林消防知

识竞答的结合，这场两小时的活动

既传承了非遗文化，又搭建起森林

防火安全的教育新平台，实现文化

惠民与防火宣传的双赢效果，有效

破解了森林消防宣传“最后一公

里”的难题。

据了解，此次活动覆盖杜泽

镇周边 5 个行政村，累计发放宣传

资料 1000 多份，受教育群众超 500

人次。

“森林防火人人都是践行者，

通过今天的宣传，希望大家一起行

动起来，齐心协力严防山火，用实

际行动共同保护和建设好‘蓝天常

在、青山永驻、碧水长流’的美丽家

园。”马卫东说。

本报讯（通讯员毛艺慧刘文
强）清明将至，为规范祭祀市场秩

序，区市场监管局自3月中旬以来

开展祭祀用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以祭祀用品店、城

乡结合部商超为重点对象，重点

核查经营主体证照资质，同步规

范明码标价，严查冥币、香烛等商

品质量，全面清查印有人民币图

样、宣扬封建迷信内容的冥币及

纸扎祭祀品。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120人次，检查商户86家次，现

场指导整改明码标价不到位等问

题10个，下架不可降解塑料花60

把，销毁违规冥币2700余匝，进一

步推动清明期间群众祭扫活动文

明安全有序。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清明祭祀用品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杨晨）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提升年

轻干部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

近日，大洲镇举办“青年说”8090+

宣讲比赛，全镇 1990 年以后出生

的干部踊跃报名参赛。

比赛现场，选手们以“学思

想·重六干”为主题，紧密围绕党

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展

开，宣讲形式丰富多样，整个比赛

活动高潮迭起。在宣讲过程中，

大家纷纷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红船

精神”提出 20 周年、“两子文化”

提出2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将

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想与自己的

工作相结合，将党的理论和生动

实践案例相结合，讲述大洲发展

的好故事。选手们各有侧重、各

展所能，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故

事性，精彩的宣讲不时赢得阵阵

掌声。

“今天也刚好借助大洲青年

说这个活动，将平时的所思所想

所干，分享给各位领导、同事。接

下来，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

学促干，以干促想，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结合新质生产力，促进大洲

镇更高质量发展。”大洲镇8090宣

讲团成员何毅说。

此次“青年说”8090+宣讲比

赛，不仅为年轻干部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的平台，也进一步激发了

他们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

为大洲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次活动也是镇党委加强

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此激励青年干部不断提高

自身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相信

他们接下来，会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

作风投入到工作中去，以实际行

动展现大洲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

当，推动大洲高质量发展。”大洲

镇党委书记蓝宏俊说。

大洲镇举办“青年说”8090+宣讲比赛

公 益 广 告

衢江传媒集团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