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阳光的照射下，湖面波光粼粼。蓝天、

白云、绿树倒影在湖面，湖岸的树木伴着风儿

摇曳。树下，垂钓者怡然自得地享受着休闲时

光。在相邻的凉亭里，两位老人聚精会神地下

象棋，丝毫没有被正在湖水中嬉戏的一群鸭子

的“嘎嘎”声所打扰。

“一个村里有这么多湖泊，在瑞安恐怕很难

找到吧。”郑永开自豪的说，遍布村中的10片湖

泊，让上郑村有了一张与众不同的环境“名片”。

可是就在几年前，这 10 片湖泊还是另一

番景象：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湖边，湖底淤泥

淤积，湖水又脏又臭。

村民郑庆丰说，以前大家都习惯把成捆的

烂菜叶就近扔到湖里，过一段时间，菜叶腐烂

变臭，天气热的时候，几十米外都能闻到臭味。

“不能让湖泊变成垃圾湖。”村“两委”下定

决心，治理垃圾和湖水环境。

村里在湖边修建了生态化公厕，清理湖底

淤泥，将湖岸做驳坎处理，同时加强环境卫生

建设，在主要场所和路口增设垃圾桶，继续做

好“门前三包”责任制，垃圾实行日产日清⋯⋯

同时，村里还将环境卫生纳入文明家庭评

选的条件。记者注意到村卫生文明户的有这

样一条标准：家庭内外整洁，庭院绿化美化，无

脏乱差等卫生死角；维护房前房后、公共过道

的卫生，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绿化家园建设。

经过整治，村容村貌大变样了，昔日又脏

又臭的湖泊成了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现在谁家也不会把菜叶、生活垃圾扔到湖

里了。环境好了，自己住着也舒服。”郑庆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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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树多、湖泊多不算稀奇的话，那么上

郑村的花椰菜种苗多，在全国都算是独领风骚。

在路边一排排薄膜棚中，不少妇女一手拿

着镰刀，一手轻轻固定花菜，然后将割下的花

菜放好。据悉，上郑村培育的花菜种子占全国

约 60%的市场。小小的花椰菜种子为该村经

济发展打开了大市场。

说起花椰菜，上郑人就会想起一个人——

浙南花菜大王郑庆一（2010 年 2 月去世）。郑

庆一一生中培育推广了10多个“庆一牌”优良

一代杂交花菜种，这些品种在全国乃至世界处

于领先水平。在相同气候、土质和肥水管理条

件下，这些杂交花菜比同天数常规品种可增产

30%至 50%，而且具有适应性广、产量高、抗

病力强、耐寒和耐运输等独特优点，还是冷冻

出口创汇的好原料。

郑庆一的创新培育，为全村的村民带来了

财富。上郑村花菜最早育的都是常规品种，从

1971 年开始，郑庆一成功培育出第一代杂交

花菜优良品种后，通过无私传授技术，让全村

农户搞起了杂交花菜育种。郑庆一虽然走了，

但他留下的种子造富全村。

据上郑蔬菜种子种苗合作社社员员郑永

阔介绍，眼下正是花椰菜种子收获时期，同时也

是杂交花菜种子的收获期。要结出杂交花菜种

子，异花授粉很关键，基本上都靠人工授粉，要

先把雄花摘下来，用很细的镊子把花蕾打开，再

用镊子把雄花上的花粉授到雌花花蕊上。

郑永阔向记者介绍了花菜育种的过程：第

一年从 6 月开始播种——2 个月后移栽——

12 月花球成熟采摘，采摘时留一部分枝叶抽

花穗——第二年 4 月给花穗授粉——端午前

后收获种子。

现在，上郑村有100多户村民从事花椰菜

育种育苗，育种育苗基地达500多亩。

因为原先大多数为散户种植，存在着价格

上的恶性竞争。2006 年，由全村 7 家种子种

苗公司和77户育种农户共同投资成立了上郑

蔬菜种子种苗合作社，还统一聘请了浙江农科

院和天津蔬菜研究所的知名教授担任技术指

导，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高育种效益。

2012年，该合作社总产值约2000万元。

“村庄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村民通过自

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才是上郑村最美的‘风

景’。”郑永开说。

“环湖深处有人家，四壁菁菁绿竹斜。经藨坊边青掩映，留香宅畔翠交加⋯⋯”这
首记载在马屿镇上郑村郑氏宗谱上的诗，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山水农庄的水墨画。

正如诗中所云，上郑村远山近水，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近十年来，该村在村庄建
设上累计投入700多万元，改善了村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条件，建了多个生态化粪池，
村庄道路全部实现绿化⋯⋯

记者在上郑村里走了一圈，发现该村有“三多”：树多、湖多、花椰菜苗多。

■记者 金汝 黄丽云\文 记者 孙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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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郑村概况

做大做强花菜种苗

上郑村：花菜育种基地的美丽之路

◀

上郑村

马屿镇马屿镇

田间地头绿树成荫

小小种子富了一村

位于 56 省道马屿段附近，全村

共 1350 人，曾荣获“省森林村庄”、

“省绿化示范村”等称号。上郑村是

花椰菜育种专业村，全国闻名的花

椰 菜 育 种 基 地 ， 被 市 政 府 命 名 为

“花菜留种专业村”，全村 100 多户村

民从事花椰菜种子、种苗生产，去

年全村花椰菜种子种苗产业总产值

约 2000 万元。

点评人：市农业（农林）局副局长金培造

上郑村最具特色的是花椰菜种苗培

育，在全国独领风骚。这离不开村民们的

科研创新精神，该村每年均会推出一个适

应新需求的新品种，这让上郑村的花椰菜

市场充满了活力。

上郑村花椰菜种苗产业的基础较好，

但也存在低、小、散的问题，全村 5 家注册

公司中，仅 1 家拥有知识产权，企业的抗风

险能力较弱。希望该村各企业间加强合

作，抱成团，打响品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和市场开拓能力，将产业做大做强。

10 片湖泊“连连看”

村子房前屋后、地头河畔，各种花草树木

随处可见，一些村民还养起鸡鸭，搞起村居庭

院经济。花红柳绿，春意盎然，营造了良好的

生产与生活环境。

“为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我们大力开展村

庄绿化美化以及环境综合整治。”上郑村党支

部书记郑永开说，通过村庄环境整治，路平了、

树多了、村美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精

神风貌也大大提升了。

“村里道路两边种上乔木，房前屋后种草

栽花，公园里还有休憩林，环境变绿、变美了，

还能增加经济收入，大家一致叫好。”一村民

说。

上郑村的田间地头，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就是一排排整齐的银杏树。清风拂过，银杏

叶轻盈飘落下来，洒到路人的头上、肩上。漫

步银杏树下的乡间小道，感受乡村的淳朴气息

和大自然动人的美。

这批银杏树共有 50 多株，是 2011 年 4 月

种下，有专业的维护人员定期养护树木。考虑

到养护周期比较长，村党支部决定，将银杏树

按照地块划分，由48名党员认领“责任林”，负

责松土、除草等，发现病虫害及时上报。

郑永开说：“培养树木，不仅仅在于种，更

重要的是后期的维护。只有确保林木的成活

率，才能做到年年添绿。”目前，该村绿化面积

已达1万平方米，其中面积最大的紫金公园绿

化面积达到4700多平方米。

正是因为村民对于绿色的呵护，上郑村荣

获浙江省“森林村庄”、“绿化示范村”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