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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种瓜“大业”

1984年，茅畲人杨显庆一行5人
发现商机，在上海警备区某部队下属
的农场，开启了茅畲人的种瓜旅程。
之后，茅畲人纷纷加入种瓜队伍。如
今，茅畲有6000多名瓜农在外种瓜，
他们的身影遍布全国。

西瓜需要轮作，一块瓜田最多
种两年，瓜农们只能不断寻找新的
土地。从上海到苏南，从苏北到甘
肃等地，茅畲人越走越远。瓜田往往
远离市区。四野少人烟，瓜农们唯有
彼此相守，互相依赖。这养成了茅畲
瓜农“邻帮邻、亲帮亲、朋帮朋”的团结
风气。

虽然艰苦，但瓜农们将之当作事
业，并代代相传。

牟森林是一名“瓜三代”，他的
爷爷牟锡育是当地第一批瓜农。
2004年开始，他就跟随父亲牟云翔
去四川成都种瓜。后来，他又在茅
畲开了一家农资店，主要出售西瓜
种子。

因为熟悉西瓜种植，了解瓜农的
需求，牟森林挑选的种子很对瓜农们

“胃口”，店铺生意红火。如今，这家店
每年能盈利千万元。

像牟森林一样的年轻一代不少。
他们接过父辈的“生计”，将西瓜种植
做得越来越专业。

“走出去”到“留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茅畲全乡在外瓜
农种植面积达 10万多亩，年产值 10
多亿元，年纯收入近4亿元。

因为需求大，久而久之，茅畲的
西瓜种植物资较其他地方齐全，产业
链逐渐发展起来。不少瓜农转而回到
家乡，在家门口做起生意。

在茅畲乡农资一条街上，西瓜种
子、机械、农具等应有尽有。这里的农
资生意，在全国大有名气，已成了西
瓜产业界的“华强北”，除了当地人备
货，全国各地瓜农进购种子、设备，往
往也会慕名前来。

2022 年，茅畲农资产值逾 3 亿
元。其中，黄岩大棚精品西、甜瓜种子
销售，约占全国的 50%，钢构大棚的
棚头套则占到了约70%。

茅畲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

政府助力瓜农“走得更远”

近年来，黄岩区创新推出“瓜果
天下”应用场景，为瓜农们提供智能
选址、产销对接、融资信贷、法律咨
询、技术培训等服务，帮助瓜农们从

“追着太阳种西瓜”转变为“跟着数据
种西瓜”，为瓜农避险增收。

此外，茅畲乡政府也在政策、服
务、管理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做好保障。

“我们打造‘三心三乡’流动党员
服务品牌，为外出瓜农做好暖心事、
安心事、放心事，引导流动党员和外出
瓜农创业他乡、服务老乡、回报家乡。”
黄岩区茅畲乡党委书记徐佩佩说。

茅畲外出瓜农多，留守儿童问题
突出。由党员组成的茅畲乡“爱心妈
妈团”常常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护
等活动，关心孩子生活及心理健康，
解决瓜农们的“后顾之忧”。

“在原来的产业基础上，我们
还会设立西瓜展示推广基地，把茅
畲西瓜的品牌做出去。”徐佩佩告
诉记者。

茅畲的西瓜产业，走得越来越远了。

从茅畲出发，追着太阳种西瓜

这个春天，“名家工作室”一行相约我市西部山区及革命老区，从椒江
出发，一路向西，探寻共富密码。连日来，我们沿着他们的致富足迹，记录
他们的致富身影，讲好他们的共富故事，探求他们的共富经验及发展新理
念。今天首发篇革命老区黄岩茅畲。 ——叶晓光名家工作室

台传媒记者叶晓光 陶子骞
朱丽荔 钟露雅文/摄

每逢集市日，路桥蓬街镇个体户梁放金都会带着梯子过来销售，他在茅畲
已有 9 年，与这里许多瓜农成了朋友。“我现在既离不开这个市场，也离不开朋
友。”他说。

去年12月2日，来自椒江城区的学生们到茅畲开展研学活动，茅畲的自然
资源正转化为教育资源。

在茅畲农资一条街应有尽有，从种子到拖拉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瓜农。
这些年，茅畲形成了完整的西瓜农资产业链。据统计，2022年该乡农资销售额
逾3亿元。

牟云翔是茅畲第二代瓜农。据介绍，茅畲外出瓜农逾6000人，遍布全国。全
乡在外瓜农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年产值10多亿元。

在海拔300米高的茅畲乡山卡村，一位黄岩的企业家投资建造了一家瓜农
会馆，让瓜农们有个歇脚的场所。

2022 年 7 月
18 日，茅畲乡党
委书记徐佩佩等
9 位妈妈组成了

“红韵九溪爱心
妈妈团”，为外出
种瓜留下的孩子
们承担起“爱心
妈妈的责任”。

在茅畲街头，经常可以看到瓜农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分享种瓜新经验和新
农具带来的变化。

88岁的茅畲民间兴学协会老会长张士馨拍着自己胸脯说：“人活着就是要做
善事。”协会成立25年来，助学当地学生1100余人，资金达75万元，这些助学对象
毕业后又反哺于兴学协会，会员从当初40多人发展到如今232人，助学、兴学风
气薪火传承。

围绕着西瓜种植，茅畲形成了各种特色产业，仅钢构大棚棚头套产业，就为
当地1000多人提供就业岗位。

22 月月 1515 日日，，茅畲乡茅畲乡
村民牟鲜凤和邻居一起村民牟鲜凤和邻居一起
为黄岩沙埠工厂串浴帘为黄岩沙埠工厂串浴帘
珠珠，，贴补家用贴补家用。。茅畲不少茅畲不少
妇女都从事家庭作坊工妇女都从事家庭作坊工
作作，，丈夫则出门种瓜丈夫则出门种瓜。。

2月15日，最后一批瓜农结队装车，启程北上种瓜。从1984年开始，“追着
太阳种西瓜”的茅畲瓜农亲携亲，邻带邻，友帮友，种瓜队伍不断壮大。

2月15日，天蒙蒙亮，黄岩茅畲
乡的路边人头攒动，瓜农李亮彬和
大伙儿一起，将物资搬上车厢。他们
准备前往甘肃。

种西瓜，是茅畲的支柱产业。近
40年来，茅畲与西瓜结缘，一代代
的茅畲瓜农，每到春节前后，就会打
包家当，前往全国各地。

他们就像瓜果业里的“游牧
民”，带上家与乡愁，“追着太阳”种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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