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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休闲 养生 感恩

首届余姚鹿亭·香泉湾石斛花养生文化节启幕
5 月 22 日，首届余姚市鹿亭·香泉

湾石斛花养生文化节暨第五届“快乐
两轮·运动鹿亭”单车爬坡赛在鹿亭正
式开幕。现场不光有石斛花模特秀、
自行车表演秀，还有石斛花茶品尝、石
斛盆栽展销等互动体验，而在另一边
来自宁波市内的近 300 名参赛选手正
在全长 7.6 公里的山地路段上展开一
场激烈竞争。

作为 2016 浙江省美丽乡村奥运会
和宁波市百万市民健身大联动系列活
动之一，此次活动由余姚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旅游局）、余姚市农林局、余
姚市体育总会、共青团余姚市委和余姚
市鹿亭乡政府主办，由余姚市自行车运
动协会、宁波香泉湾山庄有限公司、浙
江韵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宁波唯
乐运动旅游推广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快乐两轮·运动鹿亭”单车赛作为
余姚鹿亭品牌项目，今年已是第五届。
本次大赛共设置了男子公路精英组、男
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公路中老年组、男
子山地中老年、女子混合组五个组别，
作为 2016 浙东（宁波）自行车联赛分站
赛，采取联赛积分制。此次鹿亭站总奖
金高达 1.5 万多元，吸引了宁波大市范
围内近 30 支自行车社团 300 名选手参
赛，是目前宁波市内规模最大、赛事奖
金最高的自行车赛事之一。与上一届
赛事相同，今年的比赛起点仍设置在香
泉湾山庄，终点设置在鹿亭高山村金竹
尖，赛程为7.6公里。

近年来，余姚市鹿亭乡党委、政府
围绕四明山区域生态发展规划重点，
依托鹿亭绿色生态资源优势，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运动文化
休闲产业和高效精品农业，不断推进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取得了不俗
成绩。以鹿亭中村、白鹿村、晓云村为
代表的美丽乡村以及香泉湾为代表的
休闲产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清纯鹿
亭 美丽乡村”的品牌效应也愈加明
显，鹿亭老百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得
到了真正实惠。

今年，鹿亭乡按照年初提出的目
标任务，充分发挥鹿亭的山水资源和
人文资源，坚持生态旅游发展主线，把
运动养生文化活动和休闲观光农业作
为推介鹿亭、展示鹿亭、提升鹿亭的一
项重要工程来抓。依托鹿亭独特生态
优势和省野生铁皮种源地，进一步扩
大铁皮石斛培养基地，提升铁皮石斛

产业链，丰富铁皮石斛产品形式，精心
做好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特色中医药
养生文化文章。此次石斛花养生文化
节以“运动、休闲、养生、感恩”为主题，
活动时间从 5 月 22 日至 6 月 21 日，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将开展“石斛花季”
体验之旅、秘制养生菜美食节、“林溪
有氧”徒步登山赛、“纯美鹿亭乡、毓秀
香泉湾”手机微拍大赛、杭州旅游集散
中心百车自驾游鹿亭、歌曲《香泉湾，
石斛花开》MV 拍摄开机暨祭花仪典、
余姚市“十个好爸爸”颁奖盛典、“香泉
湾杯”鹿亭风情摄影大赛等系列活动，
在积极倡导健康养生理念、推广鹿亭
运动休闲品牌的同时，进一步向广大
游客展示鹿亭的原生态美景，使更多
的人们发现鹿亭之美。

谢良宏 俞洋 方旭东

上虞农户掀购买农机热潮
日前，位于绍兴市上虞区城南的上

虞新农农机有限公司内，贾小东等10多
位农户早早来到公司，挑选自己心仪的
农机。

“我原来使用的收割机是半喂入式
的，虽然清洁度比较高，但是动力小，效
益没有全喂入式高，所以今天想来买一
台全喂入式的收割机。全喂入式收割
机比较受我们当地农民的欢迎，因为收
割稻谷时折损度小，效益高。”来自谢塘
的农户陈贵告诉笔者，今年他又增添了
一台久保田全喂入式收割机。

“到目前为止，今年共有 15 位种粮
大户来我们这里购买了农机，已经订
购了 12 台收割机、30 台拖拉机、2 台烘
干机，有的已经办好了购买手续。”上
虞新农农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其峰告
诉笔者，预计今年他的公司能出售收
割机 30 台、拖拉机 50 台、插秧机 10 台
左右。

“今年，谷物烘干机、大马力的拖拉

机和大喂入量（4公斤/每秒）的联合收割
机最受农户欢迎。”上虞区农业机械化中
心工程师丁整告诉笔者：“近年来，我区
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巨大提升，全区的粮
食 生 产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从 2004 年 的
52.1%，提高到了去年的 75.5%，位居浙
江省各县（市、区）的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4 年到去年，
上虞区共新增各类农业机械装备（不包
括设施农业钢架大棚项目）11498台套，
全区农民购置农业机械总额 3.03 亿元，
享受各级财政补贴总额 1.23 亿元，占全
省补贴总额的 1／32。购机总额和享受
各级财政补贴都位居浙江省各县（市、
区）前五名，其中 7 年位居浙江省各县
（市、区）的第一名。财政补贴相当于直
接增加了农民转移性收入，共有 10250
户农户直接受益。今年，中央财政还将
补贴570万元，省级财政补贴88万元，区
财政补贴250万元。

陈旭 陈盈

你们吃过黄豆芽、绿豆芽这一类常
见的芽苗菜，那你们吃过松柳苗、大麦
苗、花生苗吗？最近，这类新鲜品种开始
走上温岭人的餐桌，培植这一类芽苗菜
的是温岭市城南镇下许村村民童于标。

在城南镇绿国鑫源芽苗菜培育基地
里，笔者看到了这类芽苗菜。被“种”在
长方形盘子里的芽苗菜只长了两三片小
叶子，嫩黄嫩黄的，郁郁葱葱。不过他们
可不是被种在土里，而是“种”在水里。

“我们的芽苗菜采用的是大棚无土栽培
技术，而且还要种植在温室里，温度、湿
度都很有讲究。”童于标说。

芽苗菜不好种，浇水光照都有讲究

童于标的芽苗菜培育基地面积并不
大，不到100平方米，整个温室大棚里看
不到任何泥土，一盘盘芽苗菜干净整齐

地摆放在三层的不锈钢架上，工作人员
每隔7~10天就能采收一次。

“种植芽苗菜的技术是我从南京一
家科技公司学到的。去年下半年，为了
掌握种植技术，我和朋友还跑到南京学
习了一个星期，结束后就带回了一个催
芽机和300个培养盘。”童于标说，不过，
这一个星期的培训并没能让他一次就成
功种出芽苗菜。“回来后我们尝试过很多
次，都失败了，要么长不好，要么直接烂
了。”

童于标分析，主要还是因为对光照、
温度、湿度控制得不够好，“尤其是水分，
芽苗菜种植很是讲究，浇多了就烂了。”
童于标说，选种、浸泡、催芽、分盘、叠盘、
上架，都得小心翼翼“伺候”着，“就拿浇
水来说，一天要浇两次水，芽小，就用喷
雾少浇一点，大一点后水量增加一点。

在叠盘培育时，芽苗菜长到2厘米左右，
就能移到温室大棚里了。”

童于标告诉笔者，芽苗菜不用植物
激素，也不用化肥农药，它生长所需的营
养全部来源于种子胚胎，他们只需要控
制好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度就好
了。“一般来说，大棚内温度要保持在
18~23℃，湿度则需保持在 50%~70%。
芽苗菜不能放在强光的地方，光照多了，
颜色就没有那么嫩黄了，而且还难以长
大，像花生苗这类甚至要在无光区才能
生长。”

价格有点高，烦恼市场打不开

童于标说，如今市场上芽苗菜品种
还是比较多的，有香椿、松柳、苜蓿、花
椒、黑豆、相思豆、葵花子、萝卜等，烹饪
芽苗菜的方法也很多，生吃、凉拌、煎炒、

火锅、榨汁都可以。“但我们现在只培养
出了松柳苗、小麦苗和花生苗。别看松
柳苗和黄豆芽有点像，但口感却爽口很
多。小麦苗很多人买过去则是用来榨汁
喝的，前段时间，就有人特地开车到我的
基地里买小麦苗榨汁。”因为培养这些芽
苗菜颇费功夫，所以，如今在市场上价格
也不低。“一般一盘芽苗菜长到 8~10 厘
米就能采收，7~10天就能长成。贵的时
候一公斤能卖到50元左右，现在也要卖
34元左右。”

如今周边一些酒店、餐馆已经向童
于标购买芽苗菜，让市民能够尝个鲜。

“不过，可能是因为价格偏高，很多市民
觉得接受不了，我们现在一天也就只能
销售几公斤。”目前，如何打开市场，成了
童于标最烦恼的事。

葛云丹 赵碧莹

种在水里的芽苗菜，走上温岭人餐桌

日前，开化县林泉渔业专业合作
社接到杭州漂石农业有限公司订购
1.5 万公斤草鱼、鲫鱼等清水鱼和石斑
鱼订单时，社长吴峰喜出望外：“这下
太好了，我今年养的鱼不用再愁销路
了。”

林泉渔业专业合作社建在山清水
秀的开化县大溪边乡下湾村深山坞
内，坞内有条蚂蝗小溪，清清的溪水被
引入一个个新水池。这里是得天独厚

的养殖清水鱼和石斑鱼的好地方。
40 岁的吴峰，是土生土长的当地

人，有着 10 多年的养殖清水鱼经验。
自 2011 年起，吴峰每年从当地信用社
贷款 10~20 万元，加上自筹资金建成清
水鱼养殖基地 3900 平方米，拥有大小
养殖池 30 个。他采取专养、混养的方
法，养殖各种清水鱼、石斑鱼，年年订
阅有关养鱼的报刊、资料，理论结合实
际，边养边摸索养殖技巧。

但养殖并非一帆风顺。起先由于
一次不慎，在鱼池消毒药配方上出了
问题，池内清水鱼发生中毒，死鱼 500
多条，损失 2 万多元。此后他吸取教
训，在清水鱼养殖过程中始终做到认
真细致，决不马虎。他在大批量养殖
清水鱼的同时，还专门试养清水石斑
鱼，在鱼池中种了一些青苔，给鱼作主
食，并配入少量饲料作辅助食物，平时
精心照料看护。终于，他养殖清水鱼

和石斑鱼均获得了成功。
2015 年，林泉渔业专业合作社已

有 1 万多公斤草鱼、鲫鱼等清水鱼和
1000 多公斤石斑鱼销往杭州、嘉兴以
及本地市场，总收入 60 余万元。目
前，养殖场内还拥有大小草鱼、鲫鱼
等清水鱼 1 万公斤左右、大小石斑鱼
30 多万尾。到今年 8 月以后，均可大
批量出售。

齐振松 林益春

开化清水石斑鱼畅销杭州大市场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安吉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约
仪式暨《安吉县现代农林产业发展规划》专家评审会日前
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陈剑平，安吉县委
副书记、县长沈铭权，县委副书记陆为民，副县长任烽，县
长助理倪吾钟参加会议。

据了解，该研究中心将依托安吉现代农林产业发展
规划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发挥省农科院的
科技优势，以实施农业科技项目合作为载体，开展技术创
新、成果集成转化和人才培养，为安吉产业融合发展、美
丽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签约仪式上，茶树花精油提取及应用、猕猴桃高效培
育技术等4个农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赵新荣 崔松云

省农科院与安吉共建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月上旬，武义乡雨茶业公司员工抓住晴好天气在
翻晒新开发的特色白茶。

特色白茶，是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厅、中国茶业研
究所联合立项研发的，开发项目由浙江大学茶叶专家龚淑
英教授主持，武义经济特产站、乡雨和汤记茶业公司组织
实施。该产品选用武义县自主培育的国家级良种——“春
雨2号”茶叶为原料，采用萎凋晒青技术，严格控制阳光照
射时间及温度，靠人体感观及手工制作，首批新品种已在
武义乡雨茶业公司开发成功。 张建成

武义多方联合开发特色白茶

近日，2500 亩桐乡市董家大棚春季茭白进入采收
期，今年是大棚春茭采收最早的一年，较露地茭白提早上
市期25天以上，这主要得益于董家茭白新技术的推广带
来的新商机。

据了解，去年冬季基地内大棚茭白覆膜时推广了“双
膜覆盖”新技术，除了像往年一样给大棚盖一层薄膜外，还
同时将茭白残叶还田，再盖上一层薄膜，以提早茭墩出苗
时间。通过茭农的精心管理，目前茭白丰收在即。春季茭
白采用“双膜覆盖”栽培方式可较传统大棚栽培提早采茭
期5~7天，为种茭大户缓解季节性劳动矛盾，推动种茭大
户开展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

张宇婷

董家大棚茭白新技术
带来新商机

5月16日，在建德市航头镇航景村瓜菜新品种展示中心种植基地，管理技术
人员余志军在查看采用立体栽培技术种植的西瓜、番茄等的生长情况。

据了解，该市种子管理站今年引进西瓜、玉米、辣椒、茄子、番茄等瓜果蔬菜
等新品种120多种。通过立体栽培，将新品种与老品种进行对比引进示范，为各
地农户发展效益农业、实现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宁文武

宁波市北仑区东海春晓蔬菜专业合作社拥有达
到无公害标准化要求的蔬菜生产基地1100余亩，年
生产量达4000多吨，种植的蔬菜等农产品统一销售
给宁波市北仑区三山利亨食品厂进行加工，统一使
用“利亨”品牌，畅销浙江、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
多省市市场。该生产基地已被认定为浙江省农业标
准化推广示范项目基地。

图为合作社负责人周世海（左）在介绍基地情况。
本报记者 锡小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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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余姚市小曹娥镇龙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大棚基地里,随处可见社员们收摘青刀豆的忙碌身影。
今年该合作社种植的20余亩青刀豆开始抢鲜上市，又为
社员们增加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近年来，小曹娥镇农业部门以高效栽培模式为载体，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科技示范推广，先后引进了30余种

“短、平、快”的夏季优良蔬菜新品种，为当地农民的增产
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年该镇种植的4000余亩青刀豆目前已陆续成熟，
平均亩产量有 750~1000 公斤，收购价每公斤在 2.3~4.4
元之间，亩收入在1700元以上。这些青刀豆收获后,全部
由当地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经纪人
推销到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福建、宁波等省内外市
场。 王文苗

余姚小曹娥镇
4000余亩青刀豆抢鲜上市

5 月 25 日下午，浙江阳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签约仪式在阳田
股份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签约仪式上，阳田股份董事长朱汉
良首先对阳田股份的未来发展蓝图作了
介绍。他表示，阳田股份以资本杠杆为
纽带，积极整合全球资源，首次A轮引入
国外战略投资。日本欧爱特农业科技株
式会社作为阳田股份引入的国外众多战
投当中的一家，此次率先增资阳田股份，
增资资本达2.5亿元。此次战略合作，有
效推动了双方资源、资产、资本的深度融
合，将为阳田股份带来强劲动力，加快阳
田股份发展速度。朱汉良还表示，本次
阳田股份增资扩股的顺利完成，得益于
政府部门的支持，得益于各位股东的信
任，得益于公司全员的拼搏。阳田股份
有信心、有决心实现跨越发展，创造企业

核心价值，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实现
客户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股东满
意。

据了解，浙江阳田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现代设施农业市级高新技
术企业和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8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公司
专业致力于现代设施农业种植技术、农
业设施设备、果蔬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公司主要依托阳田股份示范基地搭
建种植技术研发平台、农业设施设备研
发及生产平台、果蔬产品销售平台，通过
整合全球资源引进国际先进的现代设施
农业种植技术和农业设施设备进行低成
本化研发，形成阳田股份的核心技术，为
中国的农户、农企提供现代设施农业一
站式服务，帮助中国的农户、农企开展高
效、高产、高收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该

公司拥有国家专利12件、国家软著2件，
研 发 的 POCS 高 架 无 土 栽 培 技 术 和
IMEC 膜栽培技术以及高输出 LED 照明
技术已在国内农业领域广泛应用，并先
后在浙江、安徽、江苏、广东、广西、新疆、
山西、河南 8 个省(自治区)建立了示范
点，业务板块已覆盖全国各地。该公司
把新疆、西北市场作为业务拓展重心，
2015年度，新疆业务拓展面积达13万平
方米。新疆叶河阳光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新疆最大的农业企业，也是阳田
股份客户之一，该公司2015年引进阳田
股份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后，当年投资回
报率达37%。

日本欧爱特农业科技株式会社是日
本大塚化学株式会社旗下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日本现代设施农业
顶尖领军企业，成立于2010年9月，专业

致力于现代设施农业种植技术、水肥一
体化灌溉技术、养液肥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该株式会社秉承农业增产的发展
使命，现已研发出农业增产高新种植技
术、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养液肥料，占
有日本农业领域60%市场份额。

据悉，阳田股份与日本欧爱特农业
科技株式会社在果蔬种植技术、水肥一
体化灌溉技术、养液肥料业务上有着广
泛的交流与合作，此次双方的战略合作，
开拓了阳田股份整合全球资源、资本、技
术的途径。阳田股份将充分结合自身技
术优势，进一步整合全球资源，优化投资
主体，完善治理结构，打造权责清晰、高
效运转的企业平台，引领中国现代设施
农业变革与发展。下一步，阳田股份还
将进一步引入B轮、C轮战略投资。

本报记者 金乐平 通讯员 张先军

阳田股份增资扩股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

中日联合打造世界级现代设施农业示范模式

临沪产业园（平湖市新埭镇）姚浜村拓宽村庄发展视
野，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上海张江

“后花园”，让农村人赚起了城里人的“养眼钱”。
这几天，位于姚浜村村部东，一个占地60亩、总投资

5000 多万元，集野餐、垂钓、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农
庄正如火如荼建设之中。据村党总支书记姚道中介绍，
姚浜村自2009年实现土地整村流转后，以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为引领，用生态循环的理念，推动了美丽乡村和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水平，全村 2800 多亩土地形成了“粮经
结合‘万元千斤’”、“草、菇、笋”、“林、草、禽”等六大循环
模式，成功创建浙江省最美村庄、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
村，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来观光旅游。

今年以来，姚浜村顺应新埭镇加快推进上海张江平
湖科技园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拓宽村庄发展视野，将现代
农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重组落实到空间层面，计划用3
个三年左右的时间，着力把姚浜村打造成上海张江的“后
花园”，形成以农民生活中心、吕青公路树木花卉道路景
观轴、泖河绿化景观带和六大循环农业区等“一心、一轴
一带、六区”多节点的开放型空间发展格局，吸引更多的
上海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让老百姓在三产服务业上增加
收入。

新科

平湖新埭姚浜村着力
打造上海张江“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