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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再多，卖不出去都“白搭”。过

去，陶山蔗农或肩挑手提，或驾驶三轮、

农用小货车，将甘蔗送到附近的路口、菜

市场叫卖，费时又费力，销售情况有时还

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电商为农产品

销售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目前，陶山镇

在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共有18家活跃

网店，网络零售占农产品零售额的65%，

农产品销售至江苏、上海乃至新疆、内蒙

古等地。

如今，小小的手机成为蔗农致富增

收的新“农具”。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

等新兴媒体平台，陶山农产品闯出了新

天地。去年，陶山镇专门为甘蔗直播团

队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该镇已吸引了

41名网络主播直播带货，累计举办直播

活动120多场，并创下单日销售7000多

箱甘蔗的记录。眼下，陶山甘蔗已经被

抖音、微商等互联网平台预订一空，种植

户再也不用担心甘蔗的销售问题。

陶山镇农办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以一亩甘蔗田为例，由直播团队

“包销”约需花费15000元，除去约3800

元人工等方面的种植成本，蔗农仍有万

余元稳定收入。近年来，不少农户因为

种植甘蔗，家里盖起了新楼房，日子越过

越红火。

陶山甘蔗网上热销依靠的是好口

碑，而优质的产品和稳定的货源为好口

碑提供了支撑。近年来，陶山镇为了提

升陶山甘蔗的品质和知名度，加强了对

甘蔗种植基地的规划建设，连续多年举

办甘蔗文化节、甘蔗音乐节等活动，并借

助共富工坊积极搭建农创孵化平台，宣

传陶山甘蔗品牌。

在发展甘蔗品牌的后半篇文章中，

“旅游+”是重头戏。每年甘蔗上市时，陶

山各地的甘蔗园都会吸引不少市民慕名

前来。去年，位于镇南村的甘蔗园被精心

装扮后，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走进陶山，更多村民搭上乡村

旅游的“致富快车”。这项甜蜜事业，正让

当地村民的幸福道路越走越宽阔。

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陶山甘蔗靠啥“出圈”？

■记者 苏梦璐

近日，我市陶山甘蔗有了

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经国家

知识产权局核准，“瑞安陶山甘

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获

批。这是继“瑞安清明早”两枚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我市成

功注册的第三枚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从区域性农产品成长为

“国家认证”商标，陶山甘蔗产

业“节节高”的背后，是陶山镇

坚持用好“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改革这把“金钥匙”，培育“陶山

甘蔗”品牌，走出了一条品牌牵

引带动特色农业发展的新路

子。数据显示，目前陶山镇甘

蔗种植面积稳定在4500亩左

右，从事甘蔗相关产业农户有

2000多户。

从农户抱团到合作社抱团
专业合作社让蔗农真正得实惠

眼下，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在陶山

田间地头，一排排甘蔗长势喜人。

陶山田地肥沃，阳光充足，特别适宜

种植甘蔗，孕育出不少种植大户、合作

社。然而，分散经营、单打独斗，抵抗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小等问题，如同

细丝般羁绊着陶山甘蔗产业做大做强。

陶山镇农办负责人介绍，2021年陶

山有甘蔗专业合作社20家，普遍存在规

模小、实力弱等情况，市场话语权较弱，不

少农户面临资金借贷难、技术培训少、销

售门路窄等发展瓶颈。

针对这一情况，陶山镇深入实施“三

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在2021年5月成

立了温州地区首家甘蔗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该联合社由当地16个甘蔗专业合作

社组成，在生产种植、农资采购、保险贷

款、物流、农机购买等方面让成员单位享

受更多扶持政策，提升整体竞争力，助力

甘蔗产业高质量发展。

“16家合作社辐射1500多农户，种植

面积达3000亩，产值超亿元。”该负责人

说，抱团之后农户不仅在种植、培土上互

相合作，还与瑞安农商银行、工商银行、温

州银行3家银行签订协议，提高农户的授

信额度，降低农户资金成本和银行风险。

“上午提交申请，第二天就拿到了这

笔贷款，真给力。”陶山霞林村蔗农林某是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的受益者。两

年前，他从瑞安农商银行陶山支行贷款了

一笔30万元的低息信用贷，用于甘蔗种

植基地扩建提升，提升后，面积从19亩扩

大到33亩，还购入清洗、切断等设备，工

作效率大幅提升，产值更是翻倍增长。“有

这个想法很久了，受资金短缺困扰一直无

法实现，申请贷款又担心等待太长。如今

联合社成立了，我以社员身份去贷款，时

间快且利息低。”

该镇还推出全国首张农合联联名银

行卡，通过收集农户在供销过程中的信息

数据，实现对农合联整体无担保抵押授信

5000万元，打通金融支农“最后一公里”。

另外，联合社还与温州禾佳蓝公司农

资购销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总额

600多万元的优质化肥以批发价送货上

门，节约成本40多万元；与顺丰等物流公

司谈成合作，物流价格平均下浮35%，江

浙沪地区配送单价直降3元。

“保险理赔到账了，我们种植甘蔗更

有信心，希望这样的惠农政策继续开展下

去。”今年6月，陶南村蔗农林兴彪看着到

账的6000多元理赔款，松了一口气。他

的30多亩甘蔗田由于台风天气影响造成

损失，“好在买了保险，降低了损失。”

不少蔗农以种植甘蔗为主要经济来

源，农田一旦受到灾害，将直接影响他们

的生产生活。为保护广大甘蔗种植户的

切身利益，提升甘蔗风险保障，为蔗农撑

起“保护伞”，2019年8月，陶山镇联合人

保财险瑞安支公司开展甘蔗种植保险试

点，出险后，果蔗每亩最高赔付4000元，

糖蔗每亩最高赔付2000元。5年来，累计

承保2767户，投保面积10567.26亩，为农

民挽回经济损失190.3万元。

每到甘蔗播种时节，陶山各个甘蔗种

植基地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型农耕机

翻耕平整土地，工人边忙着播种，边通过

机械为蔗苗铺上一层除草膜。

而在甘蔗生长过程中，温州、瑞安科

技部门组织科技特派员到瑞安的农田，为

农民开展技术指导，现场解决技术难题。

今年，来自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科

技特派员郭秀珠来到陶山田间地头，为蔗

农提供技术指导。

从优化种苗到机械作业，科技特派员

的到来让农户们感受到了巨大变化。陶

山甘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狄优霞说：“科

技特派员对陶山甘蔗种植的前、中、后全

过程跟踪服务，合作社的蔗农一有问题就

去找科技特派员，现在蔗农的种植积极性

都非常高。”

据悉，该镇定期邀请农技专家开展农

产品知识培训，今年来累计组织培训23

场，参与培训968人次。2022年建成庄

稼医院，开设优质农资专柜，为农户提供

新品种、新肥料、新机具等服务。

此外，该镇积极推行陶山甘蔗种质资

源保护和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引进、推广

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邀请各地高级专家

开展联村强科技行动，成立乡村振兴流动

服务站，主攻陶山甘蔗脱毒组培、甘蔗绿

色防控体系建设等课题；投资3000万元

建设果蔗数字化产业基地，推广甘蔗清洗

机、切割机、包装机等特色农机，实现机器

换人，劳动成本下降60%，大大解放生产

劳动力。

有了这一系列举措加持，目前陶山镇

甘蔗种植面积稳定在4500亩，今年亩产

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亩产值可达4万元，

总产值超1.2亿元。作为温州主要的商品

果蔗生产基地之一，陶山共有5家红糖加

工厂，年产值2000万元。

2009年，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2011年，陶山甘蔗专业合作社选

送的陶山甘蔗荣获浙江农业吉尼斯果

蔗擂台赛三等奖

2018年，陶山甘蔗协会及会员选

送的陶山甘蔗荣获浙江农业之最果蔗

擂台赛（品质）二等奖和三等奖、株高竞

赛青皮组亚军和季军

瑞陶甘蔗专业合作社的“瑞陶”牌

陶山果蔗被评为第八届温州特色农业

博览会优质奖，入选2020年温州市优

选特色产品伴手礼

2021年，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收集登录

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名优

“土特产”百品榜

谋求销路转型谋求销路转型
甘蔗借力电商甘蔗借力电商““飞飞””往全国各地往全国各地

陶山甘蔗荣誉榜

科技特派员郭秀珠为甘蔗种苗脱毒实验测产

甘蔗林

市民来甘蔗园“网红”打卡点喝下午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