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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
武小青）“当看到我们打造的文旅IP助
力农文旅产业‘破圈’，收获了满满成就
感。”7月14日，在2024年武汉市大学
生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上，华中
师范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三学
生姜欣娜分享。姜欣娜是2023年武汉
市大学生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获奖
项目的代表。

一年前，姜欣娜和同学们第一次来
到东西湖区东山街道，正值盛夏，他们在
农业合作社、生态庄园等地调研，了解当
地亟需打造特色文旅IP、创新营销模式
的需求，这群00后决定从短视频和直播

着手，建起了“鸿鹄青春直播间”。
他们以“主播+地标产品+IP升级”

直播助农模式，挖掘青年创业故事、推
介文旅资源、推广特色农产品，三类直
播累计观看人次近百万。

姜欣娜告诉记者，去年，校地还共
同举办了田园音乐节，将阳光玫瑰等特
色农产品与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线上同
步直播点赞量超过6万人次。

去年9月初，团队带着50余名华师
大一新生来到东山，从摸鱼、择菜到烹饪
佳肴，将劳育实践课搬到“田间地头”，让
新生们体验到了别样的“大学第一课”。

团队也获评了2023年全国“三下

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今年暑期，姜
欣娜又来到了东山街道，在这里的暑期
托管班当起老师，“城市对青年更友好，
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活动中，主办方为2023年武汉市
大学生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中12个
获奖项目颁奖。

江汉大学“茶话江夏，碰杯李白”科
技助力乡村项目团队的刘思媛分享了
团队为李白文化园设计的IP形象“茶太
白”，通过在社交平台建立账号进行运
营，为江夏茗泉谷持续宣传引流。

经过立项评审确定的30支 2024
年武汉市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实

施项目团队代表接受授旗。记者看到，
30个项目以乡村振兴为方向，分别涵盖
了绿色环保、养老服务、慢病管理等领
域。

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团市委、市
学联主办，旨在持续深化大学生助力乡
村振兴特色品牌，引领更多在汉大学生
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推进实践育人的
创新举措，充分发挥在汉高校科教人才
优势，打造组织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第一
线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场景，组织青年扎
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

7月11日，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土地
堂四化村西瓜种植基地，瓜农董光斌
和工人们正查看今年第二轮西瓜的长
势。

50岁的董光斌人称“老董”，是当地
闻名的“种瓜能手”。

大棚里，绿油油的西瓜藤蔓顺势生
长，一个个足球大小的西瓜匀称光滑、
圆润饱满，掩映在藤蔓间。

老董不时蹲下身子牵住一根根半
米长的藤条，掐掉其中一截。“藤条长得
太长，会和西瓜‘抢营养’。”老董说。

说起今年的收成，脸色黑红的老董
咧嘴笑了：“6 月底基地出产的 30 多万
斤西瓜都卖完了，这一轮西瓜这几天就
要熟了。”

20多年前开始种瓜的老董见证了
土地堂的西瓜产业发展曲线，他时常感
叹：“土地堂的西瓜又回来了！”

放弃瓜田进城务工

江夏区土地堂是武汉的传统西瓜
种植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瓜
王，土地堂”的名声响彻武汉及周边地
区。因为土壤和气候原因，这里出产的
西瓜就是甜！

2003年，老董跟着村民一起种起
了“黄宝石”西瓜。

“这种西瓜在当时可算得上稀罕品
种，皮薄、汁多、瓤甜，大大小小的货车排
着队开到瓜田来收瓜。”老董回忆，那个
时候，一斤“黄宝石”就能卖到一元钱，

“每年光种西瓜就能赚一万多。”

在乡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土
地堂成立了西甜瓜专业合作社，并注册

“土地堂”商标。在2000年至2010年
间，土地堂年种植西瓜面积最高达到
2.8万亩，农民种植西甜瓜热情高涨。

2010年之后，由于市场上各种西
瓜新品种不断出现，土地堂的西瓜卖不
动了。

西瓜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价格却越
来越低。因为种瓜赚得越来越少，土地
堂越来越多的种瓜户不再种瓜。

“土地堂的西瓜成了零星在路边售
卖的‘大路货’，我感觉再这样种下去
也不会有出路了。”2013年，董光斌放
弃了耕种多年的瓜田，背上行囊，进城
打工。

种瓜能手兼职专业指导

老董再次重操种瓜手艺，是在10
年之后。

2022年夏天，四化村党总支书记田
光成去海南考察，看到当地西瓜热销的
场景，他想到重塑土地堂西瓜品牌。

“土地堂的西瓜味道不比海南瓜
差，这个应该有搞头！”回到武汉，他的
想法得到市、区、街道等各级部门的支
持。但村里出现一些质疑声，“种西瓜
都不赚钱了，还弄这个干啥？”

田光成找来市农科院的专家，借助
专家的力量，先在村里试种了20亩地

“黄宝石”西瓜。西瓜在当年的国庆前
后陆续成熟，因为品质好，10万斤瓜很
快被抢购一空。

看到希望后，四化村合作社10位
股东又集资了400万元，在村里建起了
60亩的标准化大棚，希望改变以往农户
自产自销的农业方式，进一步提高土地
堂西瓜的市场竞争力。

在市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四
化村又陆续引进了70余个西瓜品种，
并采取吊蔓种植的新方式，让西瓜的甜
度、品质相较以前有了保障。

看到村里西瓜产业红红火火，2023
年回村的老董也重拾老手艺试种了一
亩地。

这位曾经创造亩产6000斤的种
瓜能手回乡，立即引起四化村西瓜种
植基地工作人员的关注，他们向老董
发出邀约：“愿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种
西瓜？”

因为种瓜经验丰富、头脑灵活，老
董被指定为市农科院专家的学生，跟着
专家一起学习技术。“种了这么多年的
西瓜，才发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
董光斌回忆，以前在露天瓜田里种植
时，一般就在叶片表面施肥，“经过专家
指导，我才晓得，原来叶片背面的吸收
率才高！”

学着学着，老董自己也成了老师，
如今他除了自己种瓜，还负责指导基地
工人进行标准化操作。

“土地堂西瓜王”再现江湖

今年，四化村西瓜种植基地开始试
种新品种“甘美4k”，出产的30万斤西
瓜大多销往广东。

“‘甘美4k’品种的西瓜皮薄且含
糖量非常高，一般的西瓜甜度在12O左
右，它的甜度能达到14O。而且‘甘美
4k’外皮较为结实，果肉脆却不易爆炸，
甚至能承受一个人站上去的压力。”老董
说，去年基地种植的西瓜品种运输时损
耗率高导致利润减少，今年基地吸取教
训，在选种方面取得了成功。

今年是土地堂西瓜重出江湖的第
三个年头，老董发现，市场对西瓜的要
求越来越高，“不仅要味道好，还要大小
一致，长得漂亮”。为此，老董他们不光
要保证西瓜的好口感，还要围绕西瓜的
商品化、标准化进行攻关，把西瓜的“卖
相”也统一起来。

“现在全年种瓜收入如何，还想出
去打工吗？”面对记者的询问，老董开心
笑答：“我现在每年的保底工资有6万
块，根据西瓜的销售情况还有奖金提
成。如今土地堂西瓜的品牌在重振，大
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在家门口打工赚
钱多好！”

田光成则笑着介绍，现在乌龙泉全
街道有万亩瓜田，仅四化村西瓜种植基
地每年的用工费就达80万元，很多像
老董这样的村民都回村了。

记者看到，基地旁边正在建设游客
接待中心、育苗中心、冷库等配套设
施。“这些将于今年10月份建成，结合
文旅产业，土地堂到时也欢迎游客来土
地堂采瓜、吃瓜、观光、娱乐。”老董诚挚
地发出了邀请。

记者杨晓雨 实习生栾嘉雯
通讯员陈壮

进城务工十年之后

昔日种瓜能手再次投身“甜蜜”产业

一群00后进村当主播，助力农文旅产业“破圈”

土地堂西瓜。 通讯员供图 老董查看西瓜长势。 记者杨晓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