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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不吃青，两眼冒金
星”，足见无锡人对绿叶菜的
喜好和依赖。记者从无锡最
大的“菜篮子”——朝阳农产
品大市场证实，该市场的叶
菜年交易量为23.5万吨，但
本地叶菜的自给率还不到
40%。长期以来，包括绿叶
菜在内的无锡蔬菜生产与采
收以人工为主，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人工成本逐年
增加，占设施蔬菜生产成本
的50%以上，且劳动力年龄
老化，不能满足设施蔬菜生
产需求，严重制约着设施农
业的发展。机械化种菜能解

放菜农双手，省时省力还省
心。但无锡蔬菜种植多“一
家一户”，规模小且分散，10
亩地里不乏种植数十个品
种，机器难有用武之地。加
上早前建的大棚、道路不配
套，农机难以进入。

去年起，惠山区开始对
设施蔬菜机械化栽培模式的
探索，对首批50亩大棚进行
宜机化改造提升。相比一路
之隔菜农需低头弯腰才能进
入的旧棚，这里新建的大棚
宽敞明亮——宽8米、高3.2
米，入口处高2米。惠山区蔬
菜站负责人高晓东指着脚下

的田埂路对记者说，“这条路
接下来还要做护坡！”大型农
技机要开入棚内，道路不能
太窄，同时大棚与田埂路的
落差不能超过15厘米。“这
是升级换代后的喷滴灌。”菜
农陈师傅指着新棚中的黑色
水管对记者说，以前的白管子
只能用两三年，而现在全部换
成这种进口材料制成的软管，
不会发生高温或极寒天气打
不上水的问题了，还能将肥料
或农药一起溶于水后施用，这
样一亩地约可减少化肥农药
20%，且和人工操作比更均
匀，叶菜长势更好。

蔬菜也可以这么种！
探访无锡第一个机械化种菜基地

“嗒嗒嗒，嗒嗒嗒！”伴随着
一阵马达轰鸣声，一台土壤翻耕
机从无锡市惠山区万寿河蔬菜
合作社的“农机宝库”驶向不远
处的蔬菜大棚，20分钟后一亩
菜地就耕好了，比以前人工翻地
快了6倍。近日，记者来到位于
惠山区洛社镇的精细化蔬菜园
区，探访无锡第一块机械化种菜
的蔬菜基地，在目睹菜农“解放
双手”种菜变得轻松的同时，也
发现“机器代人”这项新生事物
在锡试水中有一些“幸福的烦
恼”。

修路建屋迎接种菜“好帮手”

蔬菜站负责人高晓东
也坦言，他们将在机械化种
菜技术的推广上加强宣传
和培训，比如为菜农免费提
供一段时间的农机服务，并
由专业人士到菜地指导，让
他们亲身感受到机械化种
菜的好处。

他指着不远处的旧棚
对记者说，那边还有250亩
正在改造，进展顺利到9月
可以基本改造好。而新基
地650亩蔬菜大棚年内也
要建设到位，年内惠山区能
进行机械化种菜的高标准
蔬菜基地可达近1000亩。
待改造到位具备机械化种
菜条件，就可以全面推开
了。

《惠山区蔬菜产业提质
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1-
2023）》已明确要加快基地
建设、尽快补齐产能：将对
全区蔬菜基地建设和蔬菜

产业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通过三年努力，该
区蔬菜种植总面积要达到
1.6万亩，其中设施蔬菜面
积 0.9 万亩。2021- 2023
年，在洛社蔬菜园区及堰
桥、前洲、玉祁等地，淘汰一
批低端、落后的产能，规划
新建2600亩高标准蔬菜基
地，对蔬菜园区核心区400
亩设施大棚进行提标升级，
全区集中连片设施蔬菜面
积不低于9000亩。同时，
以青菜生产种植为基础，探
索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针
对关键技术攻关，充分融合
农机农艺，搭建适合苏南单
体大棚小环境条件下的叶
菜全程机械化模式，大宗蔬
菜机械化主要关节作业覆
盖率达到100%，全程机械
化覆盖率达到50%。

（晚报记者 袁晓岚 黄振
见习记者 季天灏）

“好家伙！这么快！”眼
看菜地里的金花菜不一会工
夫就被采收机收干净了，安
徽六安人谢师傅直感慨：“原
来种菜也能变得这么轻松
啊！”

他们夫妻俩在无锡种了
16年的蔬菜了。目前，他和
妻子在万寿河蔬菜基地承包
了八亩菜地，全靠夫妻二人
打理。在这一带的菜农中，
今年48岁的谢师傅算得上

“年富力强”，然而高强度的
劳作仍时常让他感觉力不从
心。春节前听说合作社来了
一批可以替代菜农干活的

“宝贝”农机，主动找到惠山

区万寿河蔬菜合作社负责人
郜士团，希望自己的菜地早
日能用上。

说起机械化种菜的好
处，谢师傅滔滔不绝：一亩
金花菜田4人人工采收要花
半天时间，而使用采收机后
一个人三四个小时就能轻
松搞定。郜士团指着“宝
库”中的“大块头”介绍说，
这台深耕机是所有农机中
最贵的一台，要卖到 10 几
万元，但用起来也很“爽”。
他告诉记者说，菜地长时间
种植会导致土地耕作层越
来越浅，因此一段时间后就
需要深翻一次。以前只能

靠人工翻地，有条件的则用
挖掘机。“小型旋耕机能耕
到 20 厘米就耕不下去了，
而这个深耕机可以耕到四
五十厘米！”他表示，以往都
是靠挖机去深翻，一亩地要
挖两天左右，但自从有了深
耕机之后，一亩地只要半小
时左右就能完成深翻，而且
翻得也更加均匀。

郜士团给记者算了一笔
经济账：除了省时省力外，刨
除一次性成本投入，深耕机
的成本也更低。挖机费用按
小时算，两天下来基本上要
两三千元，而用这个机器，人
工加油费只要80元。

农机库里，摆放着数十
台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农
机。“这是撒肥机、旁边的是
起垄机、收割机……”郜士
团带着记者一路参观,撒肥
机一亩田20分钟就出来了，
而且撒得很均匀，同时还兼
具耕翻的功能。使用起垄机
后效率是人工起垄的近 20
倍。试点目前90%叶菜生产
环节实现机械化，和原先以
人工为主的作业方式比，作
业效率约提高4倍、人工成本
约减少50%。

采访中，一些菜农表
示，改造过的大棚因为起垄
高畦，加上两侧棚顶有弯
度，靠棚壁的地方都种不了
菜，心疼土地浪费了。“经宜
机化改造的新棚，四周就种
不满菜了！”一位老农表示
出了自己的担忧，想观察一
段时间再说。

一些上了年纪的菜农
对这一新生事物表示出了观
望的态度。郜士团告诉记
者，通过一个多月农机和农
艺相互磨合，发现大多数使
用起来还比较“顺手”，但仍
有少部分不太适宜苏南地区
土壤环境及设施的农机。“需
要更接地气、更适合江南地
区种菜习惯的农机！”他说，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农机

“自说自话”：专门用于“修
剪”高秆植物的剪机主要是
待藤爬高后，可以站在这个

机器上更利于修剪。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却发现，除了修
剪的工人外，还需要一个操
作机器的人，这样一来人工
成本翻番。

对于合作社来说，未来
能够采用“机器代人”的环节
都会尽量采用农机，尽可能
减少人工成本。专家指出，

“如何提高配套农机与农业
的契合度”是接下来要做的
功课。采访中记者发现，目
前定植和采收环节还无法实
现机械化种菜。机械化作业
对种苗要求也高，要实现机
械化定植，前提是要先实现
工厂化育苗。由于蔬菜品种
多样以及当前农机收菜属无
序型,与市场需求有距离，目
前只有金花菜、韭菜、空心菜
等对清理要求不高的速生菜
实现机械化采收，青菜、苋菜
等还需人工采收。

效率提高4倍、人工成本约减少50%

“机器代人”还需要更接地气

两年后全程机械化覆盖率力争达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