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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风采⑧

风尚天姥

茭白创造的“滚雪球”财富
记回山镇老梅茭白专业合作社社长梅伯良

新昌新闻网记者杨玉墀 实习生梁泽
蕾报道 日前，记者来到回山镇宅下丁村老
梅茭白专业合作社采访，只见社长梅伯良正
在为刚刚拉到的一车茭白过秤记账。忙好手
中的活后，沏上一杯清茶，梅伯良将自己多
年贩销茭白的经历和体会娓娓道来。

今年 44岁的梅伯良当过 4年炮兵，
1990年退伍后，利用一技之长在羽林街道
马大王地段开了一家修车行，生意不错，
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子，安顿下来。2000年，
回山镇在宅下丁村附近新建茭白市场，梅
伯良看到，每到“八月茭”采收旺季，村里
村外车水马龙，到处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热
闹场面，不觉动了心，决定把车行办到老
家去。次年 5月，梅伯良投资 30万元，买
下市场内 1700多平方米的营业房，办起
了修理厂。不料，当年因为收购客户少，回
山茭白严重滞销，最低时销售价格仅为每
公斤 0.16元，市面上出现了 22袋茭白卖

不到 100元的怪现象。看到村民们因茭白
积压而愁眉不展，梅伯良果断出手，放弃
修车的念头，转战茭白市场。

梅伯良仅有小学学历，面对全新的茭
白贩销领域，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
做一边学。2002年，他从村民那里承包来
5亩田，种起了茭白。刚开始收购茭白时，
梅伯良每晚都要上网浏览相关信息，了解
各地的批发价、零售价等市价行情。他还
通过在“农民信箱”上发信息，推介回山茭
白，吸引了大批外地客户慕名前来。随着
生意越做越大，梅伯良不再满足于小打小
闹。2003年 10月，他与另外两人合伙投资
52万元，建成了回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冷
库。此举不仅有效延长了茭白的保质期，同
时也解决了长途运输过程中的保鲜问题。
2004年 10月，“八月茭”即将落市，每天上
市的茭白数量较少，外地客商不肯来。面对
日益萎缩的茭白市场，梅伯良充分发挥冷库

的作用，将茭农三三两两前来投售的茭白全
部收来存入冷库之中，一个月下来，库存达
到 250吨。由于茭白冷冻成本较高，利润并
不理想，但由此解决了茭农的“卖难”问题，
梅伯良心里仍然感到很高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为把
好茭白的质量关和安全关，2008年 7月，梅
伯良发起成立了“老梅茭白专业合作社”，注
册资金为 205万元，现有注册会员 52户，带
动周边茭农 226户。梅伯良除参加省级经纪
人培育外，还积极组织广大社员参加镇里组
织的有关培训，并实行严格管理，统一采购、
使用低残留农药。为此，梅伯良经常下田观
察茭白长势，诊治病症，及时提醒茭农施药
防病。同时，通过适当提高茭白收购价格，来
弥补社员因生产成本提高而带来的损失。今
年下半年，梅伯良打算出资 2.5万元，委托县
农业局采购高残留农药检测仪，对所收购的

茭白进行逐批检测；还准备建立质量追
溯机制，用条形码作为编号对应每个农户
的产品，实行统一包装，力求农产品规范
达标，创出自己的特色品牌，在此基础上
再考虑打入超市销售。

这些年来，“诚信做生意”是梅伯良一贯
坚守的职业信条。当账目出现偏差时，梅伯
良总是想办法弄清楚。有一次，一个老板匆
匆忙忙点完钱，就去看茭白了，结果匆忙中
多给了 3000多元，他立刻将这笔钱悉数退
回。正是这样的良好信誉，使梅伯良建立了
稳定的客源和坚实的人脉。梅伯良手机上存
有 200多个客户的电话，只要对方一个电
话，他就会按要求收好茭白发过去。目前，他
在“农民信箱”网站上的点击率已过千，其茭
白生意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去年，梅
伯良贩销茭白 300多万斤，销售额达 600
多万元，客户遍布宁波、杭州、上海、无锡、
常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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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强业之魂
由新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宣

用布机织出一条致富路
记梅渚镇下山泊村纺织大户陈仲钦夫妇

新昌新闻网记者黄婉晶 实习生梁诗
慧报道 日前，记者在梅渚镇政府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来到了梅渚镇下山泊村，拜访远
近闻名的纺织大户陈仲钦夫妇。走在村里
的道路上，耳边织布机运作的声音此起彼
伏，循着声音便可看到不少村民的屋里整
齐地码着一匹匹雪白的原布，数台织布机
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成为村里一道别具特
色的“风景线”。

陈仲钦今年 41岁，中共党员，现任梅
渚镇下山泊村村委主任。在担任村委主任
的六年中，他和妻子叶国萍一心扑在带领
全村百姓创业致富上，他们立足下山泊村
实际，带动全村的织布户，发挥集聚优势，
共同致富。记者到时，陈仲钦刚好去村民家
中走访，他的妻子叶国萍说：“老陈一大早
就出门了，下午还要去外面的轻纺市场考
察。”据叶国萍介绍，下山泊村有用纺机织
布的传统，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就陆陆
续续有村民办起了布机，也算是村里的一
大特色，但都是每家每户各自从外面进原

料，自己生产加工，再卖给来村里收购的布
商，每个生产单位都相对独立，织机户受供
应商和收购商的制约较多，因此收益较薄。
村民们尴尬的处境，陈仲钦夫妇俩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
和头脑改变这一状况。

2010年，陈仲钦报名参加了农村实用
人才创业培训班，系统学习纺织生产理论
知识，并去绍兴县柯桥轻纺市场进行了参
观。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和参观，夫妻二人创
业致富的眼界和思路拓宽了。同时，他们利
用空闲时间自学了纺织印染的相关理论知
识，提高了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尤其是在
纺机织布技术方面，有自身独到的研究。

在数次到柯桥的轻纺市场考察后，陈
仲钦发现当地随着纺织市场总体形势的变
化，已经大范围地更新了硬件设备和技术，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回到村里后，他
和妻子对村里的织机户一家一家地走访，向
他们传授经验、介绍纺织市场对产品质量的
新标准新要求，并建议村民从长远考虑，更

新老旧的机器，引进新的设备技术。在他们
夫妻俩的不懈努力下，下山泊村的织布机现
已全部换成了新机器。叶国萍告诉记者：“新
的机器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噪音也小，最
主要的是安全。旧的机器都是手动机，操作
时梭子速度很快，一不留神就会伤到手，很
危险。”新机器的引进大大地提高了村里织
布产布的效率，原先老机器每台每天的效益
只有 20-30元，现在新机器则能达到每台每
天 60-70元，旺季时甚至能达到 100多元。
目前，全村共有 500多台织布机，100多家织
机户，每户少则有三四台织机，多则有七八
台，形势好时，加工费能达到每米布 1元。与
此同时，产出的布的质量也有了保证，织机
户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虽说有了自动化的织机，对织布技术
的要求不算太高，但要把产品做好、做精还
是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实践和钻研的。陈仲
钦夫妇俩深入分析全村织机分布和产品产
量后，引进了一台 2万多元的自动码布机，
然后联合各织机户将所有成品布统一集

中，由专人加工处理，把原先需要大量时间
和人力的手动码布改为自动码布，大幅度
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为了解决织机户
受原料供应商和收购商限制而获利微薄的
难题，陈仲钦夫妇创造性地以合作社形式，
统一为各织机户联系客户，统一运输车辆，
统一销售价格，集中到绍兴拉货和销售，形
成从原料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我们每个
月都会付给机户一部分的加工费，其余的在
年底结清。可以说，大家不用再担心原料和
出售，只需要把好加工这一关，更方便，更轻
松，每年的收入也更稳定。”叶国萍如是说。

虽然目前纺织业整体形势比较严峻，
大大小小的纺织业者都面临着原料价格上
涨等各种挑战，但陈仲钦夫妇俩没有因此
萌生退意，他们依然时刻把握着市场动态，
依然定期去柯桥轻纺市场考察，了解最新
的纺织市场行情，不断寻找商机，并及时将
最新的市场信息带回村里，根据市场变化
不断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扩大客户群，为全
村织布户争取最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