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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 琼

9月20日，“农行杯”首届江苏“百
佳家庭农场”“十佳家庭农场服务联
盟”发布活动在南京举行，南京市浦口
区邵贤豹家庭农场等100家家庭农场
被评为2022年江苏省“百佳家庭农
场”，常州市新北区新农家庭农场联盟
服务中心等10家家庭农场服务联盟
入选“十佳家庭农场服务联盟”。

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以家庭经营为基本经营单元，从事
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
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经营方式。“小
农场”如何带动农业大发展？从入选
名单的农场中可以一窥究竟。

——运用新技术，拓展新路径。
苏州市吴中区许函芳家庭农场运用嫁
接技术改良培育新品种，通过在白玉
枇杷树上嫁接早黄枇杷树枝条，提升
枇杷成熟期、改善果型大小；不使用除
草剂，通过将农场修剪下来的枇杷树
枝叶等农业废弃物加水、加菌种发酵，
制成有机肥，提升枇杷品质；运用物联
网技术，精准管控枇杷生长过程，提早
枇杷上市时间，延长采摘上市期，农场
产出的枇杷售价也从原来的每斤25
元左右逐步提高到了50元左右，部分

精品溢价率达300%。
“我们正在探索枇杷产业的延伸发

展方式，走多元化、品牌化的三产融合
发展之路。”农场主许函芳介绍，通过与
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他们先后开发了
枇杷果干、枇杷花茶、枇杷果酒、枇杷
露、枇杷蜜等枇杷系列产品，最大化获
取枇杷产业的高端利润。许函芳还自
掏腰包发起组建服务家庭农场的众联
家庭农场发展联盟，为15家家庭农场
开展生草栽培和生物多样性技术指导，
协助4家家庭农场开展数字农场建设。

——绿色生态，向质量要效益。
仪征市铜山镇铜山村靓月家庭农场农
场主薛勇2011年开始在本村流转土
地规模种植水稻小麦，种植面积最高
峰达到3300亩，可是到年底一算账，
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虽然没亏本，但
也没怎么赢利。

“种得多不如种得精。”经一番学
习、调研后，薛勇成立家庭农场，多方
学习取经，改种优质稻米，引入新技术
新设备，“现在消费者对于粮食安全很
注重，我们通过互联网、农场协会等接
到的订单，大部分都要求是有机稻
米。”薛勇说，今年农场正在申请有机
水稻认证，“农场使用物理杀虫和有机
肥，进行稻鸭共作，在保证水稻品质和

产量的同时，减少了种植成本。”
——运用新媒体，创新销售模

式。为运用新技术解决“靠天吃饭”难
题，南京市浦口区邵贤豹家庭农场农
场主邵贤豹，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博导
现场指导，并结合农业农村部门提出
的农业科技意见，改种新品种甜瓜西
州蜜25号。“通过试种，这一品种表现
出了优异的抗病性和稳产高产的特
点，市场销路一路走高。”今年，邵贤豹
开通了微店，通过网上销售西甜瓜2
万公斤，收入达15万元。

早在2013年，我省农业农村部门
即在全国率先出台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的意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全省家庭
农场总量已突破17万家，家庭农场成
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点、产业兴旺的着力
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田。

“首批获选的‘百佳家庭农场’‘十
佳家庭农场服务联盟’，符合规模适
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
要求，践行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发展方向，在全省具有较
强的示范意义。”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许善平表示，近年来，我省优化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突出“最佳规模
效益”导向，采取限额推荐、逐级审核、
择优评定、动态管理的办法，构建了省

市县三级示范联评制度，累计培育各
级示范家庭农场超过1.9万家，其中省
级示范达到2855家。

为引导家庭农场强化成本核算、
提高记账效率，2021年，我省为家庭
农场“量身定做”了电子记账软件——
家庭农场随手记App，目前记账用户
已经超过2万家。今年6月，家庭农场
随手记App被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在全国推广。

针对家庭农场普遍面临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发展还不充分、附属配套用地
需求难以满足、资金来源渠道不够畅通、
人才较匮乏、闯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等
难题，我省引导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构建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全省现有各级
各类家庭农场服务联盟近200个。对于
家庭农场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难题，省农
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支持省农村改
革试验区重点围绕强化家庭农场在粮
食稳产保供方面的作用，开展了一系列
探索创新，农药零差价集中配供、水稻收
入保险试点、“小田变大田”、种粮家庭农
场养老保险补贴政策等一批制度性成
果得到转化推广，粮食类家庭农场附属
（配套）设施用地多元化集约化供给机
制、土地租金合理形成机制、家庭农场综
合保险等改革试验正在有序推进。

我省首次评出“百佳家庭农场”“十佳家庭农场服务联盟”——

“小农场”这样带动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 付奇）9月21日，南
京市文旅局、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绿化
园林局、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召开

“推进帐篷露营地健康发展”新闻通气会，
发布推进南京帐篷露营地健康发展的试
行意见，引导露营业态健康合规发展。

《意见》对帐篷营地的设置选址、安
全防护、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等作出具体
要求。《意见》规定，露营区域帐篷的点位

设置应规范、有序，每个帐篷营位设立面
积原则上不得超过40平方米，营位之间
的距离不得小于2米，露营区域内的营位
数量不少于20个；露营区域（场地）设置
明确的标识牌、警示牌和区界；每个帐篷
配备1个灭火器；配备相应数量的安保人
员全程值守。目前，南京具有一定规模、
运营相对规范的固定露营地31家，房车
等非固定式帐篷露营地100多家。

南京发布试行意见

护航帐篷露营地健康发展

殊途

16岁学打铁，22岁跑三轮车运货，
24岁做壶，27岁开家庭作坊，39岁经营
紫砂店，44岁考取紫砂工艺师职称，54
岁直播卖壶……王洪星的履历，是宜兴
紫砂从业者的典型写照。

改革开放之后，紫砂壶热销广东和
港、台地区以及日、韩、泰等邻国，产量不
足。王洪星丢下让他一年收入过万的三
轮车，开始一心做壶。那时候王洪星的
一把壶只卖三五元钱，最贵的一把25
元。做壶第一年，除去开支，他发现有2
万多元结余,有一年甚至赚了7万多元。

范君浩也是从这个时期走过来的。
与半路出家的王洪星不同，范君浩是坐
在泥凳上长大的，其父范乃芝是“紫砂七
大家”蒋蓉的弟子。做壶这件事，范君浩
从小就耳濡目染。到了18岁，他进入宜
兴市紫砂二厂，成为制壶艺人。

美的启发，有时只需一瞬。20岁
时，范君浩的制壶师父做了一把梅桩壶，
让他拿去烧。他至今还记得那把壶的气
韵——梅枝冰肌铁骨，梅花暗香浮动。
接过壶的那一刻，他心里忽然一动：我什
么时候才能做出一把这么好的壶？

做一把茶壶并不难，难的是做一把好
壶。范君浩一个泥条一个泥条地拍，一个
壶嘴一个壶嘴地挖，一篦一篦地刮，一刀
一刀地修……做了20年，终于有一把壶
具备了当年师父那把梅桩壶的神韵。

野心
一把壶一把壶地做，这个过程对庞

红亮来说，并不是理想之选。他15岁做
茶杯销售，19岁认为“得学学制壶手艺”，
再后来又觉得“两只手干不过四只手，四
只手干不过一群人”，决定自己开店。

用庞红亮的话说，创业过程是“九
死一生”。他一开始做组合茶具（即茶
壶加茶杯），后来觉得赚钱太慢，又尝试
过做紫砂办公杯、品茗杯、茶叶罐。5年

里，庞红亮把紫砂的赛道都跑了一遍，
只剩下茶壶这条赛道了。“再做不成，就
不干紫砂了。”

2016年，庞红亮开始全力做紫砂
壶。第一年，他单凭卖几十元一把的壶，
一口气赚了二三十万元。他的经验是：

“同时有6款产品，你只要把其中一款产
品的性价比做强，跟别人有鲜明的对比，
那些经销商、批发商自然就找你了。”

回想起来，庞红亮觉得，这种思路
跟拼多多这种电商平台的“爆款引流”
策略颇为相似。

超前的营销思维和想要出人头地的
野心，让庞红亮的紫砂生意大有起色。短
短两年时间，他开了5家分店，年销售额突
破3000万元。但他觉得，要在自己不熟
悉的领域赚到钱才有兴奋的感觉,而这个
不熟悉的领域，就是互联网。

2018年下半年，庞红亮决定，进军
互联网。他在网上反复摸索、尝试，转
战了多个平台。2020年，他在拼多多上开
了三家店，做起了直播，效果之好完全出乎
他的意料。他回忆：“有些东西9块9都没
人买，但是我们的壶，两三千元一把都能卖
出去。东西好，人家自然抢着要。”

庞红亮开始发力。他招揽了近20
位主播，与上百位紫砂手艺人达成合
作，将他们和他们的壶推进拼多多的直
播间。短短两年，庞红亮的创壶陶坊就
成为拼多多平台最具知名度的紫砂品
牌之一，全平台紫砂壶销量第一名。今
天，他的拼多多网店综合业绩已经过
亿，直播间里最多时有3000余人的自
然流量同时在线观看。

“想想看，同一个时间里，你跟
3000人做生意！”庞红亮说，他喜欢这
种刺激的感觉。

突围
如果说庞红亮是靠敢闯敢试的冲劲

获胜，那么，安徽人陶阳阳则是靠前瞻性
的眼光，在紫砂江湖里打开一片天地。

陶阳阳年纪不大，却是互联网资深
玩家。2009年，他就开始在互联网上摸
索经营之道，倒腾各种商品。2014年，
他注意到网上缺乏紫砂壶的推广，一试
水，惊喜地发现“利润是真的大”。于是，
他开始转向紫砂经营，在各个平台开网
店。2020年3月，陶阳阳在拼多多上了
直播，成为该平台的第一家紫砂壶店。

一天，直播间一位客户问：“有没有好
一点的壶？”陶阳阳翻出一把报价1700元
的壶，“我觉得他肯定不会买”，没想到，对

方直接拍了下来。第二天，他又拿出一把
1500元的壶，依然有人一口价买下。

这之后，陶阳阳开始有意识地培养
客户，直播间里逐渐开始出现售价一两
千元、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精品壶。
2020年5月，陶阳阳想进一步尝试，他策
划了一个“国工专场”，在拼多多平台上
为知名紫砂手艺人的产品开专场直播。

直播开始不久，陶阳阳拿出自己天
天泡茶的那把壶，报价2600元，“直播
间里26个人同时下单，我都惊呆了！”
这一场，陶阳阳卖掉了80多把壶，销售
额达20多万元。第二天，就有紫砂手
艺人找到陶阳阳寻求合作，其中不乏业
内知名大师级人物。至今，他已签下十
几位知名紫砂手艺人。

这是一步出其不意的棋，但陶阳阳
走稳了。他的“御壶茗香茶具官方旗舰
店”成为拼多多平台的品牌黑标店铺，
这是对其质量、信誉、效益的多重肯定，
更是他品牌化升级、全面转型高端紫砂
壶市场的关键一步。

今年 7月底，拼多多正式启动了
“2022多多新匠造”行动，全面推动各地
乡村好物实力出圈。前不久，“多多新
匠造”的专项团队也来到了宜兴，与紫

砂壶的商家们探讨品牌化道路的
可能性，这也让陶阳阳和手艺

人更有底气了——他们希望借助互联网，
借助类似“多多新匠造”的产品打造计划，
输出好的紫砂作品，去谋求紫砂产业互联
网化的新出路。陶阳阳说，在自己的拼多
多直播间里卖过价格最高的一把壶是16
万元，第二贵的是8万元。对他这样的商
家来说，找到一个良好的营销模式，那种
获得感和喜悦感也会让人上瘾。

同归
说到紫砂壶带来的喜悦，范君浩的

感受更为具体。
这两年，范君浩收到很多直播间的

邀请，希望他讲讲壶的鉴赏和制作。直
播间里，他冷静地跟观众娓娓道来：“不
要觉得紫砂壶水深。只要你懂一些相关
的知识，水一点都不深。”他耐心地讲解
紫砂壶的泥料、器型、装饰，分析技与艺，
也在不经意间回顾着自己的制壶人生。

直播，给范君浩带来了崭新而愉悦
的体验，也给他的紫砂壶带来了价值和

价格上的认同。2020年以来，他做的
紫砂壶的价格上涨了两三倍。2021年，
他的紫砂壶线下销售额有20多万元，
线上则有近100万元。

这种感受，同为制壶手艺人的王洪
星也深有体会。他除了自己做壶，还经
营着一家紫砂店铺，有5位合作的手艺
人。他记得，2020年10月28日，他用微
微颤抖的手把壶捧到手机镜头前，开始
了直播生涯。这个看似规模不大的作
坊，第二年就完成了数百万元的销售额。

基于互联网的电商平台，推动着紫
砂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据统
计，2021年，宜兴陶瓷企业经济总量为
171亿元，涉及电商的交易额就有近百
亿元，全年有1546万件紫砂作品从宜兴
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巨大的潜力，
正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逐渐释放。

今年，拼多多的“多多新匠造”行
动，将持续投入以十亿计的流量资源和
补贴，扶持地方传统手工业品牌升级，
扶持更多手工艺人触网、上直播，培育
更多商家实现数字化升级，助力县域和
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在数字化浪潮和移动互联时代的
背景下，宜兴紫砂，接续了拥有7300多
年历史的制壶工艺，在当地形成10多
万从业者的传统产业，正走向一片更加
广阔的天地。 李康 海燕/文

大尾/摄

从家庭手工作坊到直播产业化发展——

宜兴紫砂壶的屏前幕后
范君浩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一把壶。
冷冽的鳑鲏刀刮过温润的紫泥，传来轻微的“沙沙”声。已经到了修型的紧要关头，他要用刀将壶

身修得饱满舒展、匀称润雅，这把壶才能不负“西施”的美名。通过拼多多的店铺直播屏幕，这个过程正
被观众仔细观察，他们对无影灯前的紫砂壶评点欣赏，也有人注意到了背景里正在制壶的范君浩。

许多宜兴人，或者身在宜兴的紫砂从业者，都身处这两重氛围之中。向内，他们不断构建和强化自
己对紫砂壶的认识；向外，他们穿透那一方小小的屏幕，寻求外界对紫砂壶价格和价值的认同。

陶阳阳坚持自己高频率
上直播讲解紫砂壶，他说“已
经习惯了跟壶友们隔着屏幕
聊壶的感觉”

范君浩是陶阳阳长期范君浩是陶阳阳长期
合作的手艺人之一合作的手艺人之一，，““亦友亦友
亦合作伙伴亦合作伙伴””的关系是他们的关系是他们
最恰到好处的相处模式最恰到好处的相处模式

庞红亮在自家仓库检
查每一把紫砂壶的品质

王洪星时常拿出自己王洪星时常拿出自己
以前做的紫砂壶以前做的紫砂壶，，端详曾经端详曾经
的技艺的技艺

盐城农发大丰粮食科技
产业园日前投用，建成 200
米驳岸式码头、6 栋粮食平
房仓、2.73 万吨粮食筒仓和
日处理1000吨粮食烘干线，
承担粮食烘干、仓储、加工、
检测、贸易、物流转运以及粮
食作物种子研发、检测、加工
和农技推广。图为 21 日拍
摄的粮食筒仓。

通讯员 童棹凡
本报记者 范俊彦 摄

▶上接1版“现在交警、治安、刑
警、巡特警和派出所等警力常驻警务室，
每天60余名民警、辅警实时‘进工厂’，
1000余路警企共建安防视频监控联网
共享共用。”徐圩新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构建“化工警务”新模式，徐
圩新区公安分局推动护航保障产业发展
阵地前移，建立“警网融合惠民中心”“警
企联动服务中心”，试点“项目警官制”

“首接协调制”，全面推动警务数字化转
型，打造石化产业基地“5分钟警务圈”。

做好“加法”，加一码守护，多一分平
安。“我们还打造了助企服务、护企发展
的‘N+’套餐，按人口、治安、刑侦、禁毒、
网安等警种职责，梳理安全服务、案件侦
办、便企服务、教育培训等10类66个项
目，提供‘菜单式、个性化’服务。”徐圩新
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连云港公安机关以全市
15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建设为契机，
主动靠前服务，当好企业运营“勤务员”、
经济发展“护航员”，推出便利措施，优化
营商环境，助企业增信心稳发展。

9月8日，在中哈（连云港）国际物流基
地一班整装待发的“中欧班列”线上，港口
公安分局庙岭港派出所副所长孙科和民警
徐翀正在沿铁路线开展治安巡逻。“检查集
装箱有没有被盗痕迹，铅封有没有破封、无
封的情况。”孙科说道，其间，他们对铁路沿
线限界护栏及周边围墙等重点部位开展检
查，确保现场的安全生产作业。

“平日除了常态化巡防、精准化打击
之外，我们还要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对货物、列车、场站进行全方位安全检
查。”孙科说，全链条、无死角的监管实现
了班列警情零发生，护航“钢铁驼队”跑
出经贸往来加速度。

“在坚持每日常态巡防的基础上，各
级公安机关会主动上门指导企业内部巡
防工作，引导内部单位各种保卫力量走出

办公室、传达室，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巡、夜
巡、车巡、步巡等24小时不间断巡逻。”连
云港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形成全
方位、全天候的治安防控高压震慑态势。”

“我们公司的危险化学品试剂告罄
了，但是研发任务迫在眉睫，急需公安机
关协助完成备案和申请。”近日，江苏诺
泰澳赛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来一条求
助微信。知悉情况后，连云港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大浦派出所立即查阅该单位
存档安评并通过视频远程进行核查，开
通绿色通道，协调相关业务部门，仅用不
到10分钟，就为企业办理好相关手续。

聚焦问题，做好“减法”提质增效。连
云港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部
署开展护航经济发展攻坚活动，制定推出
《全市公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八项服务措
施》，向上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向下主动释
放更多审批事项，为护航企业发展创造更
多“闪转腾挪”高速前进的“绿色空间”。

8月6日，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连云
港片区内，“中华药港”药企员工郑欢欢在
猴嘴派出所全国异地证办理点拿到新办的
身份证后，感慨道：“幸好咱们派出所可以
办理异地身份证，省去了4000多公里的奔
波，不然我还得请假回趟黑龙江老家。”

连云港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以来，我们为市内各大
重点项目企业员工办理‘一站式’户口迁
移1200余起，办理、签发全国异地身份
证3200余张。”

连云港公安机关把做好“减法”警
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的
重要抓手举措。积极推进“一窗通办”

“一网通办”，深化“简政放权”，按照“减
材料、减环节、减跑动”要求，对行政审批
事项进行减重瘦身，推行一次告知、一表
申请、一网办理，审批时限和申报材料压
缩54%，审批效率提升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