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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由宁波市农科院和天胜农牧
共建的宁波现代自然农业研究院正式揭牌。

这是浙江省首个自然农业领域的科研机
构，也是国内自然农业科研领域首个由政府主
导、企业共建的研究院。

该研究院打破了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埋头
搞科研，从而造成科研成果与实际生产和应用
不一致的传统，直接将农场的田间地头作为科
研场所，其研究课题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研以致
用，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宁波现代自然农业研究院的两家共建单位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较强的科研实力。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是宁波市政府直
属的科研事业单位。“十二五”时期，该院作为
主持单位，新承担国家、部、市级科研项目 164
项，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其中，水稻籼粳
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2 年“甬优 12”百亩方平均亩产 963.65 公
斤，攻关田亩产 1014.3 公斤，均创造了当时我
国水稻的高产纪录；“甬榨 5 号”在 2015 年打
破榨菜亩产量和单头重两项浙江省农业吉尼
斯纪录。

天胜农牧是宁波原发的，具有前瞻性、开
创性的农业大型综合体平台。融“互联网+”、
体验旅游、养生美食、健康养老于一体，是国内

“现代农业 4.0”的领航者。天胜农牧生产基地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现代自然农业生产基地，是
以挖掘动植物原始生命潜能为核心的现代生
态循环农业。天胜农牧坚持以不用除草剂、不
用生长激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四不用”
生产种养模式，是现代自然农业的典型代表。
天胜农牧践行最质朴的农牧方式，致力于恢复

自然生态，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全面完整的物
质循环利用和对周边环境零污染，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农场。倡导吃在当季、
吃在当地的理念，用实际行动维护百姓餐桌食
材的安全。由于共同的研究领域和理念，宁波
市农科院和天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在天敌防
治、农产品保鲜等方面已经展开了多项科研项
目的合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具有
良好的合作基础。

记者了解到，宁波现代自然农业研究院今
后将致力于开展现代自然农业精准耕作制度研
究、幼畜复合农业资源循环、农产品天然营养与
品质、农田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和自然农业生态
旅游模式等研究。这不仅是将为农业带来更加
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作业方式，也将更好地维
护百姓的餐桌安全。

本报记者 锡小平

笔者从舟山市定海区农林与海洋渔业局获悉，近日，该局
通过落实惠农政策、加强农资储备及推广农用技术等方式，为
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据了解，定海进一步加大了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鼓励春耕
生产，以减少冬闲田抛荒面积，有效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其
中，对冬春季在水田种植油菜等春花作物，集中连片面积 50 亩
及以上的种植专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按实际种植面积给
予每亩60元的直接补贴，最高每户补助资金不超过1万元；对种
植紫云英、黄花苜蓿和牧草等作物，每亩给予50元补贴，最高每
户补助资金不超过0.5万元；对复耕抛荒已2年及以上的水田且
面积达到5亩及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每亩100元的一次性补
助。

为保障生产顺利开展，定海区农林与海洋渔业局及早与供销
部门沟通，组织到宁波、上海、江苏等地采购农资，并与外地销售
单位建立供货关系，确保春播农资有效供应和价格稳定。目前，
已库存和正在调运的农资可完全满足全区春播需要，市场价格稳
定。

此外，该局还组织农机人员深入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
开展农机具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插秧机、农田拖拉机及配套
机具的保养、检修。同时，开展农机维修、经销网点专项检查，提
早做好农机具及零配件订货和进货，确保春耕农机安全生产。

黄银凤 王益芬

“卖纸鹞了！来买个纸鹞！”3 月 7 日上午，
天台县平桥镇张思村桃花林儿童乐园旁，村民
陈春娟推着小车，正在向游客售卖式样众多的
纸鹞。

随着气温升高，天台县平桥镇“美丽乡村精
品线”上，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吸引着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争芳吐艳的玉兰花，错落有致的古
民居，色彩缤纷的田园景象，织成了春天最美丽
的乡村图画，催生了“花经济”。

张思村是“美丽乡村精品线”上的一颗明
珠。早在 400 年前，游圣徐霞客就在这里留下
足迹。在他的游记中，写下了他在张思村休息、
讨水喝的经历。或许当年该村还很普通，游记
里没有更多的记录，眼下，该村有13处古建筑、
古迹被列为浙江省文保单位，深厚的人文底蕴
加上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张思村成了游客心中
的“梦里老家”。

去年，镇里在张思村办“花海节”，陈春娟摆
了个临时摊位，几天时间就收入上千元。初尝

甜头的她盼望今年“花海节”早点举办。
眼下，桃树还打着花骨朵，踏春的人们就纷

纷远道赶来，陈春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10 天
前就在桃花林附近摆摊卖纸鹞，最好的一天有
二三百元的收入。她满面笑容地说：“现在我卖
纸鹞，等‘花海节’的时候叫上老公一起卖水
果。”

地头绿，枝头红，村头闹。游客多了，村里
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前年开始，张思村群众
全力参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美丽乡村
等活动，用文化长廊、艺术菜园取代违法建筑，
用生态鱼池取代积贮污水的水坑，用民俗大院、
技艺大院等主题理念将原先破旧不堪的古民居
修缮一新。

张思村党支部书记陈肖飞介绍，这几年
的“花海节”很成功，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好
处。“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我们将结合古村
落做好‘花文章’，带动村民致富是我们的目
标。”

乡村休闲旅游催热了当地的美丽经济。去
年该村有农家乐10家，床位150张，今年已发展
到了 15 家，床位 230 张，分别增加了 50%和
53%。

“随着‘花海节’的临近，村里的民宿基本上
天天爆满，我们已经做好迎接八方游客到来的
准备。”陈肖飞说：“这几天还不断有旅行社打电
话过来询问。”

春风送绿，百花吐艳，随着赏花游客的增
多，活动的增加，摆摊的销售也增多了，村民也
享受到花带来经济的增长。预计半个月后，当
地将迎来最闹猛的“花田喜事”。陈肖飞说，到
那时，他们还将举半程马拉松、小马拉松、迷你
马拉松等活动。

据了解，在串联张思村在内的这条“美
丽乡村精品线”上，有梨树 1 万余亩、桃树上
千亩，还有樱花、油菜花、玉兰花等十余种
花。

陈志委 徐平

这几日天气晴好，使得第三茬草莓迅速生长。位于宁波市
鄞州区姜山镇黎山后村的港城农业示范园区内，迎来了一拨又
一拨的采摘草莓游客。

大棚内的草莓一个个鲜亮透红，可爱之极。摘一个放入口
中，那绵软香甜的味道弥漫在味蕾间，让人心生喜欢。

但是，与往年相比，今年草莓移栽和生长关键期间，频频遭
遇台风和极端寒潮影响，草莓亩均收益起码减少1万元，种植户
惨遭损失。

一位种植户介绍，去年10月，草莓秧苗刚刚移栽，一场台风
袭来，本来就处于还苗期的秧苗受淹后奄奄一息，有的甚至死
亡。这么一折腾，重新梳理补苗后，关键生长期就少了10多天，
原本可以在春节前上市的草莓，因此成了泡影。

姜山镇景秀园基地负责人蔡世达说，草莓秧苗移栽期，由
于防洪措施得力，秧苗倒未受到大伤害，因此第一茬草莓如期
上市了。但春节前期的那场寒潮加上罕见大风，把大棚掀开
了，棚内温度过低，第二茬正处于结果期的草莓全部冻伤僵化，
损失惨重。

一般来说，草莓前三茬质量较为上乘，而头两茬因为恰逢
春节，价格优势更为明显。按常年来看，第一二茬的草莓批发
价在每公斤50元左右，以一亩草莓一茬250公斤计算，就有1.25
万元收益。

鄞州区农科所高级农艺师邱宏良介绍，长期以来，草莓的
收益一直较为理想，但其高成本、费人工也是农户们公认的，单
是一亩地的秧苗和人工费用往往就超过万元。

随着天气转暖，再过几天，草莓成熟的旺季就到了。对爱吃
草莓的市民来说，第三茬草莓质量好、价格适中，也最为实惠。

林幼娟 戴盈盈

“凭借物联网技术，我们已经实现远程智能
化养猪。”象山石浦金旭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理事长周金国轻点鼠标，电脑屏幕上立即跳出
猪舍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值、二氧化碳、氨气等
数据，还可以实时看到生猪喂食、下仔等监控画
面，“即使身处千里之外，我也能通过手机和物
联网连接，随时掌握1400多头生猪的情况。”

近两年来，象山将物联网的应用技术与畜
牧业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自动化管控和信息化
平台，探索现代化智能养猪模式。

笔者在金旭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看到，
约500平方米的智能猪舍内，有72个猪栏，每个
栏位的一半是 1.2 米深的漏粪板。猪舍两边采
用手动卷帘，墙面上装有湿帘、风机，猪舍的中央

有一串香烟盒大小的监控、传感器等物联网装
置，实时监测着猪舍内的温度、湿度、空气成分等
数据，并传送到智能化育肥猪群养系统的信息
平台上。

“监测的数据中，有任何一项超过我们设定
的标准值，系统就会自动采取措施并‘报警’。”周
金国介绍，比如猪舍内的二氧化碳超标，系统将
自动启动猪舍里的风机，更换室内空气，降低二
氧化碳浓度。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系统每隔5分
钟会发送一次“报警短信”给管理员。管理员收
到后，会亲自来检查猪舍内的传感器是否出现异
常。“用数据来实现猪舍环境的自动调节，保持空
气清新，从而改变传统养猪场又臭又脏的弊端。”
周金国说。

在猪舍智能化的同时，生猪也佩上了“电子
身份证”。该合作社每头猪的耳朵上都戴有一
个“耳钉”。“这是射频识别标签(RFID)。”周金国
介绍，“耳钉”里记录着每头猪的出身、防疫、采
食等信息，用便携式扫码器一扫便可全部获
悉。有了这些“耳钉”，就可以对每头猪的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并将数据采集到系统里形成数
据库，为科学养猪奠定基础。

象山县畜牧畜医总站站长陈淑芳说，目前象
山有４家养殖场采用了这种现代化智能养猪模
式。下一步，该县将探索更为高级的物联网养猪
管理形式，从而实现物联网技术在全县生猪养殖
上的广泛应用。

谢 良 宏 谢路 漫

日前，浙江大学派驻文成县桂山乡科技特派员王友明副教
授应邀参加文成县政协八届五次会议。

会议期间，王友明参加了社科、科技组的活动，积极参政议
政，为全县兔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交了“适度发展无污染肉兔
产业，实现精准扶贫和安农富农”提案，提出了科学发展文成肉
兔产业的意见与建议。

科技特派员参加政协会议，在文成还是首次，体现了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人才与科技工作，有利于发挥科技特派员人才
与技术的优势，有利于发挥科技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周旭宝

这些天，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尉相、
越北、下尉三村交界处的药材种植基地里一片
忙碌，当地的农户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或
对发芽的中药材进行管理，或在按照不同的方
法种植药材。

位于柯桥区南部山区的稽东镇，农业较为
发达，香榧、茶叶、红豆杉更是多年来着重发展
的农业产业。今年，稽东镇又引进了中药材种
植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浙贝母和元胡都已经发芽了，苍术等品
种也已经种植完毕。”俞国标是绍兴富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在一次考察

中，俞国标发现稽东镇高山上的土壤属于砂
性土，适宜于种植诸如贝母、覆盆子等清肺类
中药材。同时，稽东镇的青山绿水又是一个

“绿色宝库”，能为中药材的种植提供良好的
生长环境。于是，俞国标承包下了稽东镇尉
相、越北、下尉等村的近 500 亩土地，种起了
白芨、元胡、浙贝母、重楼、苍术、黄精等中药
材。

“像重楼、苍术和黄精这三个品种的中药
材，以前在绍兴很少有人种植，这是第一次引
种。”俞国标说，他们种植的中药材属于市场需
求量较大的品种，有的还可以在加工后用于药

膳，可以作为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的基础。目前，
俞国标是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向当地农民租赁土
地。而按照他的发展目标，这些土地将在 5 年
租约期满后还给农户，到时候农户种植的中药
材他们会负责收购。

“当地村民来我们基地工作，为我们种植
中药材，学习种植管理技术。等土地还给村
民后，他们种植的中药材我们负责收购。”俞
国标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农户边赚钱边
学技术，今后则成为种植户，收入势必会不断
增加。

钟伟 许东海

连日来，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派溪头村橘农忙着在
橘林中打落树山的枯叶。今年柯城区橘树遭受严重的
冻害，数万亩受冻橘树叶片失水卷缩，呈青枯或黄枯状，
不脱落；枝梢木质部失水干枯，部分整株枝叶干枯，将导
致减产、绝收。对此，柯城区邀请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
柑橘专家深入橘园地头，对冻伤橘树“问诊把脉”，现场
讲解柑橘冻害管护技术，发动广大橘农开展剪枝、浇灌、
打叶等措施进行自救，力争减少损失。

吴铁鸣 韩林颖

临海市白水洋镇农技专家王永胜日
前来到前园村，为该村村民王小梅手把手
传授嫁接早熟蜜橘技术。眼下正值各类
水果嫁接的黄金时间，当地农技“土专家”
纷纷上山头、下果园传经送宝，助力果农
创收致富。

杨叶灿

依企业需求立题 在田间地头研发

宁波成立浙江首个自然农业研究院

张思村“花经济”：地头绿枝头红村头闹

象山“猪倌”可千里之外“瞭望”猪舍

定海鼓励复耕水田：
每亩补助100元

“土专家”传经送宝
助力果农致富

文成科技特派员
首次应邀参加县政协会议

让农户边赚钱边学技术
稽东500亩药材种植基地成“聚宝盆”

鄞州草莓
亩收益至少减万元

柑橘受冻专家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