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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对许多山里人来说，应该是休闲
的。但对自家屋子里开了农家乐的绍兴市柯桥
区王坛镇东村村民喻小琴来说，却是一年中生
意最忙的时节。

正月十三一大早，人们还在被窝里躺着，喻
小琴已从集镇上采购回来，在前院里摘菜洗菜；
她的丈夫杜德海生起煤炉，烧开水、炖猪蹄，夫
妻俩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喻小琴说，镇里组织
的“香雪梅海”文化旅游活动今天上午开幕，估
计游客比较多，“我们后半夜 2 时多就起床开始
忙了。”

早春的山区清晨，气温较低。年近 50 岁的
喻小琴，穿一身红格子棉衣，说话做活风风火
火，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一边洗菜，一边
聊起了生活：“政府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
游，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名声越来越响，来旅游的
人也越来越多，以前是本地人为主，现在上海、
杭州来的游客也很多。看着旅游的人一年比一

年多，我们就开起了农家乐，自己做的生态有机
农家菜，游客喜欢吃。”

喻小琴家房前屋后，就是漫山遍野的梅花，
边上有一条溪水潺潺的小溪，一幢两层楼房，有
五六百平方米，既是住处，也是农家乐的经营场
所。她说，一家4口人，女儿已经成家，儿子大学
毕业在市区做外贸生意。开农家乐之前，夫妻
俩除了农活，主要靠外出做木工增加收入。后
来，看到不断有人到“香雪梅海”观光休闲，夫妻
俩一合计，购置了一些必要的锅碗瓢勺、蒸笼桌
椅，农家乐就开张了。

说话间，就有游客来预订中餐，喻小琴一边
热情地给游客倒茶，一边在本子上记录。“头几
年，赏梅游客零零星星，一天有两三桌人吃饭，
已经算非常不错的生意了。现在呢，我们大大
小小5个包厢，接待20桌客人也是常有的事，忙
的时候累得腰骨都要断哉。”她笑着说，今年从
正月初三到现在，客人天天爆满，不提前预订就

得饿肚子。“这不，春节里，所有亲戚都被我请到
农家乐帮忙了。”

东村的梅林是青梅果树林，仅连片种植的
面积就有 6500 多亩，据说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
的，被誉为“十里香雪梅海”，花期一般在正月初
十左右。这几年来，当地政府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契机，推进乡村旅游业，东村这个生态优美、
空气清新的“世外桃源”更是备受游客追捧。而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喻小琴他们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勤劳致富的机会。

喻小琴给自己算了一笔经济账：家里种有
300 多株梅树，采摘的青梅可以卖 1.5 万元,农家
乐的旺季主要在正月和小长假、黄金周，闲时夫
妻俩外出做木工、搞装修，“一年下来，20万元的
毛收入还是有的。”“我们这是靠梅吃梅，沾了美
丽乡村和乡村旅游的光。”喻小琴发出了舒心爽
朗的笑声。

钟伟 陈芳

这几天，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励江岸村种粮大户卢小
艇在给小麦施肥。今年，他承包了 830 亩农田，比去年增
加了 100 亩。促使他增加种粮面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后盾，他说：“有了农业保险，种粮至少
能保本。去年受两次台风影响，保险公司一共赔偿五六
万元。”

笔者从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获悉，去年，该区政策性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3335万元，支付赔款达5790万元，创下了
鄞州农业保险开办9年来新高。

鄞州去年积极拓展农险范围，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障能
力，如试点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降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投保门槛等。全年，该区开办的农险品种达到 22 个，承保
农户3.4万余户，保险金额13.66亿元。

去年，鄞州粮油作物病虫害频发，加上“灿鸿”和“杜鹃”
两次台风产生的次生灾害，损失严重。人保财险鄞州支公
司在理赔中，最多的是大棚及作物赔款 2163 万元，赔付率
达421.6%；水稻赔款2701万元，赔付率达209.4%。

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的加大，使更多的农户
吃了“定心丸”。去年，中央、市、区、镇四级财政补贴力度不
减，补贴资金达到 3082 万元，占总保费比例 92.1%。其中，
区级财政进一步提高补贴比例。全年区级财政补贴达到
1354 万元，占总保费比例 40.6%。像生猪养殖险和价格指
数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前年的 24%、48%提高到 29%和
53%，提高部分保费全部由区级财政承担。全区参保农户
自付保费 252 万元，只占到总保费收入 7.9%，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承保农业
保险出现亏损，但是该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次接到报
损后，他们立即组织人员前往查勘，将理赔款尽快支付到
户，使其迅速恢复生产。

张文胜陈 云

“老汤叔，新年好！”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
天，天台县南屏乡道南办事处主任庞亚君冒雨
敲开下汤村村民汤克明的家。一进家门，庞亚
君向其拜了个晚年并自报了姓名。

“老汤叔，您常年在外，这次回家过年有没
有感觉门前的河道干净了许多？村民往河道里
乱扔生活垃圾的现象少了，鱼也多起来了？”庞
亚君语气温和。

“嗯，好像是的。”汤克明在对答中已经意识到昨
晚的不恰当行为，脸上流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那是我们全乡干群两年来共同努力治水
的结果。”庞亚君说，大淡溪是该乡的母亲河，现
在从上游到下游的村民，大家都从自己做起，所

以这条溪越来越干净了。
庞亚君边说边从雨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投

身“五水共治”，共建“秀水南屏”——致全乡人民
的倡议书》递给汤克明，并邀请他一起参与“五水
共治”行动，保护水环境。

就在十几分钟前，庞亚君和同事杨均益一起，
在大淡溪下汤段流域巡逻时，发现该村廊桥下有一
些五颜六色的生活垃圾和五个鞭炮壳，溪中还漂着
一个大编织袋。经向在旁村民打听，才得知是常年
在宁波务工的村民汤克明昨天傍晚所留下的。

南屏乡是山区乡，全乡2/3以上人口外出经
商或务工。一到年末，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会
返乡过年。在这当中，一些返乡村民由于很少

参与治水行动，仍会沿袭陋习随地乱扔垃圾，甚
至直接将垃圾丢到河道里去。

趁着返乡村民大多仍在家中，南屏乡 40 多
名机关干部打着雨伞、穿着雨鞋，来到大淡溪主
河道及附近小支流督查，清理河道垃圾，并为返
乡村民补上一堂“治水课”。

接受了补课后，听庞亚君说其他同事还在
各自河道上继续巡逻、清理河道，汤克明坐不住
了，他找来雨鞋和铁钳，加入到了清理队伍中。

据悉，当天，该乡共向返乡村民发放《倡议
书》1000 余份，20 多名乱丢乱扔的返乡村民接
受教育后自愿参与了清理河道活动。

胡春雷 陈再明 徐平

“连日来，我们在柴村林区山坡上忙着栽种
南方红豆杉、红豆树和榉树。”2月24日，江山市
绿泰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姜东平欣喜地对笔者
说，从正月初十以来，公司就组织劳动力上山造
林，今春在柴村、三角爿林区栽种珍贵彩色树种
共11800株，合计植树面积157亩，预期3月底完
成绿化造林任务。

今春，上级分配给江山市的珍贵彩色树种
苗共28.1万株，可绿化造林面积1828亩。

据了解，与“绿泰”一样深入开展珍贵和彩
色树种造林活动的有张村、石门、贺村、坛石、峡

口、凤林、双塔等16个乡镇（街道）100多个家庭
农场、经济合作组织、造林大户，以及有关需要
苗木单位。目前，各地正在积极组织调苗用苗，
结合平原绿化、森林村庄、美丽村庄建设和义务
植树活动，按照进村入户、适当集中、相对连片
的要求，分配的珍贵和彩色树种大苗，原则上都
要用于可视的彩化片林建设。

这批苗木定向安排涉及荒山造林、迹地更新、
松林改造、补植缺苗、示范村庄、公路沿线、长江防
护林等绿化范围，重点建设可视的彩化片林。

江山市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

级分配给全市的珍贵彩色树种苗共 28.1 万株，
其中造林滚动发展试点两年生容器苗 11.4 万
株，业主只要付每株 2 元；免费赠送的一年生苗
木 16.7 万株。主要树种有榧树、紫楠、香樟、榉
树、枫香、浙江楠、刨花楠、浙江樟、红豆树、光皮
桦、黄山栾树、南方红豆杉等 10 多种，可供绿化
造林面积 1828 亩，其中赠送树苗造林面积 846
亩，占 46.28%；滚动发展造林试点面积 982 亩，
占53.72%。

据悉，珍贵和彩色树种苗供应在今年 3 月
31日前结束。 祝日耀 王惠

龙井茶、西湖龙井、安吉白茶是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浙茶三大核心品牌，在全国具有良好
的知名度和广大的消费群体。多年来，为有效传承产品特
色，保障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安吉县农业局茶叶站分别
作为龙井茶、西湖龙井和安吉白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
人，积极担负起“保护品牌、提升产业”职责，“抱团”联手专
业律师事务所开展打假维权工作，取得了不凡业绩。

至 2015 年底，龙井茶、西湖龙井和安吉白茶三个品牌
分别有数量不等的侵权案件被调查取证和立案审理，其中
已完成调查取证的“龙井茶”涉嫌侵权经营主体 45 家、“安
吉白茶”涉嫌侵权经营主体 37 家、“西湖龙井”涉嫌侵权经
营主体 1100 余家，从而树立了商标权威，有效拓展了原产
地产品的市场空间。

在近日召开的龙井茶、西湖龙井、安吉白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法律维权座谈会上，针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维权
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难，龙井茶等三大公共品牌研究提
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法律维权工作的指导意见：一是坚持产
业发展与法律服务联动，实现产销两旺、规范有序；二是
坚持商标管理与品牌维权并重，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
硬；三是坚持立足现实抓重点，典型引路与扩面推广相结
合；四是积极探索建立多品牌联动维权机制，为其他浙茶
公共品牌的维权提供经验和模式。

“十三五”期间，上述三大公共品牌管理机构将重点
摸清家底，逐步建立和完善电子化、信息化、“互联网+”
的现代品牌管理模式，提升浙茶品牌在全国绿茶中的
领先地位。

沈侬推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近日，建德市大洋
镇大洋村水产养殖大户陈金红与妻子一边划着渔
船，一边忙着在兰江库区围坝水域内，对4万多只
优良的河蟹苗进行分批放养，为新一年的水产养殖
有个好收成打下基础。

近年来，随着大洋水产行业的逐年兴旺,特
别是大洋螃蟹早已名声在外,俏销各地市场，成
为当地养殖户致富增收的一条创业创收新门
路。据悉，2015 年该镇河蟹销售产量达 7 吨左
右，产值实现 100 多万元。目前，该镇各地陆续
开始放养河蟹种苗，总面积 800 余亩,共 10 万余
只。

宁文武

在玉环县漩门湾湿地公园3号地块，果
农吴善林妻子陈彩茶正在采摘黄里透红的
血橙。据了解，这12亩血橙是7年龄的果
树，今年挂果1.5万多公斤，1月下旬开始采
摘。由于血橙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贫血
和改善肤色，促进细胞再生之功效，所以进
大棚自由采摘的人们往往不会错过这食补
的良好机会，少则几斤、多则十多斤，不到一
个月时间，枝头上只剩下了不到1/3的果实。

血橙俗称红橙，主要生长在西班牙、意
大利和北美。我国主要分布在四川、江西。
血橙带有深红色、似血色的果肉与汁液，有
一种芬芳的香气。 吴达夫

玉环血橙抢手

春节里，所有亲戚都被请来帮忙了

十里香雪梅海里的农家乐天天客满

南屏乡邀请返乡村民加入治水行列

浙茶三大核心品牌
“抱团”维权

鄞州去年政策性农险
赔付5790万元

江山再种珍贵彩色树种1800亩

又到河蟹放养时

“天气暖和起来了，堆放在 4 间房子里的 3
万多公斤椪柑，至今却没有脱销，有的开始腐
烂，损失一天比一天大了！”2月25日上午，建德
市大洋镇江东村村民周四奶一脸愁眉不展地
说。像周四奶这样急着销售椪柑的果农在该
村越来越多，他们都期盼有商贩能尽早前来收
购椪柑，帮助他们减少损失，共同度过销售难
题。

江东村有430多户，共1300多人，村民们利
用山地、田间种植椪柑，面积有1000多亩，也是该
村推行“一村一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经济支
柱。目前，多的农户每年可采摘鲜果5万多公斤，
平均在2万公斤左右，收入高的农户一年有近10
万元，是目前大洋镇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行政
村。由于该村的椪柑个头大、管理精细、土壤肥
沃、口感鲜甜，而深受外地市场的青睐，每年鲜果
主要销往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市场，去年
平均价格在每公斤2.4元左右。

去年，底该村椪柑喜获丰收，鲜果产量达
3000多吨，这让果农欣喜不已。可没有想到，由
于去年底及今年初的持续阴雨天气与极寒气候
双重影响，使得该村农户辛辛苦苦培育、采收、
储藏、保鲜的椪柑却很少有客商前来贩销，就连
临近春节期间水果销售的“黄金季”，也没有给
果农带来像往年那样旺销的喜悦，致使全村柑

橘一度出现了滞销难题。
“去年椪柑价格最高时每公斤 2.6 元，一直

都很抢手，果农们根本不需要愁销路，鲜果到这
时也基本上卖得差不多了。”该村村主任陈积
说。笔者在该村看到，有的农户正在清理腐烂
变质的烂果子，有的在公路口等待客商的踪影，
有的在四处托人联系柑橘市场。今年60多岁的
周四奶说，一年到头，家里就是靠种椪柑来增收
的，这回存放在家里的椪柑一个都没有卖出,可
能连成本都难收回了。他说，一年到头，肥料、
雇工、包装材料等总共花了2万多元，按这样计
算，平均每公斤椪柑需要的成本价格在 1 元左
右。如今，商贩的收购价格仅每公斤 1.2 元左
右，这下劳累一年靠椪柑来增收的梦想要成泡
影了。其实，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椪柑，目
前全村的销量仅30%左右。

据该村水果贩销大户卢树清介绍，每年的
12月初开始，一直到次年的5月份，他都在帮助
村民贩销椪柑，由于该村的椪柑品质好，以往的
收购价格要比其他地方每公斤高出0.2～0.3元
左右，可今年湖南、湖北等地的椪柑收购价格均
比该市低很多，一些原先建立的老客户认为该
市的椪柑收购价格普遍高于一些市场的销售价
格，在加上市场需求疲缓，如果以每公斤1.2元
的收购价收购，加上运输成本、市场管理费用

等，商贩几乎无利润可图，甚至于亏本。因此，
往年外地客商每天十多辆大货车进村收购椪柑
的火热场面，今年再也难以重现了。

天气在一天天回暖，这些天来果农每天
都在清理家中的腐烂椪柑。为了不影响周边
的卫生环境，该村特意在 4 个自然村的集中
点,建起了柑橘垃圾堆放池，每天早晚清理两
次。椪柑堆积在家中，无人问津，的确让果农
十分的揪心。据陈积聪介绍，村里一方面在
千方百计联系外地客商进村收购农户的椪
柑，另一方面加强村庄环境卫生的整治，不让
腐烂变质的柑橘随意乱扔乱倒在公路边而影
响到村容村貌。

宁文武

销售无门 果农揪心

江东村2000吨库存椪柑急找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