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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见习记者 乐美真

这段时间，陈来弟总是早早
起床，杭城的暴雨让他有些担心
西湖景区里的荷花。一早赶过
去，看到那些荷花无碍，他才稍
作安心。

60 岁的陈来弟是荷花养护
专家，照顾杭州西湖荷花已有
44 年。就在上月，他完成了自
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荷区作业。

一年365天
养荷人全年不停

“这两天气温降了些，进入

荷区作业可能没那么难熬。”聊

起养荷工作，陈来弟打开了话匣

子，夏日西湖，荷景美不胜收，却

也极其考验养荷人的工作。

凌晨 3 时起床，4 时到西湖

边开始工作，一直到 7 时 30 分左

右结束，夏日荷区的作业全部安

排在上午8时之前。陈来弟告诉

记者，主要是为了避开高温和烈

日，荷区就像巨大蒸笼，温度最

高能达四五十摄氏度，闷热、透

不过气，养荷人作业时必须戴上

手套，穿着长裤长袖，以免被荷

叶上的刺划伤。“衣服都是湿透

了被蒸干，干了再湿，每次拧一

拧能挤出不少水。”陈来弟说，钻

进荷区就像蒸桑拿。

花开一季，养荷四季。事实

上，为了盛夏那一抹“映日荷花

别样红”，养荷人的工作全年不

停。

夏天，荷花长势正旺，这时

候就需要陈来弟对荷区进行梳

理，剪掉多余杂草和荷叶，让下

层的荷花见见阳光，荷花才能长

得好看，盛花期更长。

“再过段时间，便到了荷叶

莲蓬的采摘时节，然后护理残荷

到来年 3 月，等 4 月幼苗生长的

时候工作量最大。”陈来弟说，养

荷人的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湖

中荷花千姿百态、亭亭玉立，便

觉得都是值得的。

放不下的牵挂
荷花就像“自家娃”

这几日，刚退休的陈来弟稍

显清闲，却仍会不时点开朋友

圈，看看之前自己分享的荷花照

片。

“以前天不亮就‘钻’进荷

区，现在突然没事情做了。”陈来

弟记得，自己从想过放弃到逐渐

爱上这份工作，满打满算已整整

44年。

将近半辈子，陈来弟一心扑

在养护荷花上，对待荷花就像看

自己的“孩子”，从发芽到开花、

结果，每一步都精心护理，他说，

哪怕退休了也不能完全不管，对

“孩子”就是怎么都放不下心。

陈来弟的工作也并非完全

结束。作为荷花养护专家，接下

来，他会继续指导西湖荷花的养

护工作，把自己养护荷花的心

得、技巧传授给更多年轻人，带

好下一代“养荷人”，让西湖养荷

技术传承下去。

如今，陈来弟还有一个愿

望：希望能想办法拉长花期，让

西湖荷花开到杭州亚运会收官。

“来杭州必然要逛逛西湖，

想给到访的海内外游客留下美

好的回忆。”陈来弟说。

问起退休后是否还有其他

计划，陈来弟思索良久。他说，

现阶段的关注点还是荷花养护

上，平时闲来再去喝喝茶、钓钓

鱼，之后可能会想学习一门新技

能，至于学什么他还要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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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凌
通讯员 杨佳奇 杜丹丽 高阳

突如其来的暴雨是江南夏

日天气的“标配”。眼下，正是

葡萄上市的时节，每当乌云散

去，舟山市岱山县的葡萄种植

户们便忙活着开始采摘。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岱山

县岱西镇火箭村的庆立家庭农

场。大棚里，一串串葡萄颗粒

饱满、晶莹剔透，散发着特有的

香气。风雨多日，葡萄未出现

严重损毁的情况，农场主冯庆

立正忙着修建多出的葡萄芽和

个头小的果实。

如何最大程度减少雷雨天

气对葡萄的影响？冯庆立分享

了自己的妙招。他采取一种三

角形固定葡萄架模式，改变原

先长方形搭建的固定方式，再

覆盖上一层木浆纸防水葡萄套

袋，成串葡萄套上这层保护膜

后，既能抵挡风雨，又能抵御虫

害。

记者了解到，古稀之年的

冯庆立是名退休教师。2012
年，从岱西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院校长岗位退休后，冯庆立便

潜心研究葡萄种植技术，并把

自己试验、引进的各种新技术

无偿教给当地的种植户。

“岱山已有 30 多年的葡萄

种植史，总产量达 3200 余吨，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葡萄

品种单一、主要以露天栽培为

主、抗灾能力差等，所以我开始

研究如何提高葡萄的抗风避雨

能力。”冯庆立介绍，2015 年，

他建造出全市首个海岛高抗风

避雨葡萄棚，在保证葡萄品质

和食品安全下，棚内亩净增利

润 比 露 天 栽 培 增 加 5000 至

8000元。

每年，葡萄成熟采摘或遇

到台风天气时，总有 5%至 10%
的散粒葡萄会从整串中脱落下

来，无法拿去销售。问及如何

挽回损失，冯庆立表示，他研制

出的“家酿葡萄酒技术”，可以

有效消化、利用这些散粒葡萄，

增加果农收入。

同时，为解决家酿葡萄食

品卫生安全难控的问题，冯庆

立花了 4 年时间，开发研究葡

萄白酒新产品，并注册“仙山青

粒”品牌。

致富不忘乡里人。打开冯

庆立的手机微信，聊天界面多

数都是岱山各地种植专业户向

他“取经”的对话框。“冯老师，

您看我发您的照片，我这个葡

萄有什么问题？”“冯老师，又来

麻烦您了，您看看视频，这个问

题要怎么解决？”⋯⋯

投身葡萄种植业 20 余年，

冯庆立一直都毫不吝啬地分享

着种植技术，经常上田间地头

指导葡萄种植户，并前往衢山、

长涂等外岛，向其他乡镇种植

户传授葡萄种植相关经验。

如今，他的种植户“学生”

们已遍布岱西各条战线，如他

种植的葡萄一般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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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弟梳理荷区。
冯庆立查看葡萄枝叶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