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杭州等大都市销的原生态
农产品，究竟来自哪里，是怎么生产
的？如何确保市民吃得安全放心？遂
昌县应村乡作为 2015 全国农村电子
商务现场会、丽水生态精品农博会、首
届县域移动电商营销挑战赛等活动的
分会场，浙江省原省长李强专程调研
的地方，近一年来，工作做得更扎实
了。

“我们这里的每一箱红心猕猴桃、
每一瓶活竹酒等原生态农产品都有

‘身份证’，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农产品
种植户、生产管理、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等图文信息一应俱全。”6月25日，应
村乡书记郑水松在该乡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信心满满地介绍道。

当日，记者随浙江省农科院、省林
科院的专家们来到这里调研，了解到如
今应村乡农产品已经落实了“标准化、

全程溯源、诚信联保”三重保险，并且大
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俏销上海、杭州
等大都市。 2015年应村乡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11901 元，同比增长 9.49%；
8000多人口的应村乡农民在信用社的
个人存款达9525.87万元，比上年初增
加796万元。

应村乡地处遂昌县北部，是典型
的山区乡、农业乡，主要产业有笋竹、
黄辣椒、红心猕猴桃、高山蔬菜等。该
乡加强与省市农林科研部门的交流合
作，建立以省市县专家为主要师资力
量、农技干部为主要辅导力量、广大果
农为受训对象的长效培训机制。通过
责任农技员的日常巡查、技术指导，加
快规范建园、配方施肥、科学修剪、人
工授粉、合理负载、果实套袋、生态示
范等关键生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使
生产上水平、质量上档次。

全乡600亩猕猴桃以遂昌仙女山
原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实
行“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营销”，
实现了整产业推进统防统治。同时，
积极应用病虫绿色防控、太阳能杀虫
灯、诱虫色板等先进的生态农业新技
术，推行物理驱虫。积极探索猕猴桃
产业“猪—沼—果”循环种养模式，变
沼渣、沼液为猕猴桃的有机肥。

在上级农业部门的支持下，应村
乡引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
息平台，统一技术标准，规范运行模
式，通过网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
溯源管理，确保了农产品从基地到餐
桌的全程管控，初步实现了“生产有记
录、流向可追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
界定”的目标。

应村乡还打造了标准化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和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该中心共有 700 平方米，分
为上下两层。一层为生鲜冷库，可用
于储藏水果蔬菜，延长其保质期，实现
错时销售。二层为功能区，可提供农
产品信息发布、购销洽谈、基地展示、
质量检测、物流配送等“一站式”的便
捷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区内引
进了先进的速测设备，配备专业技术
人员值班服务，可对水果蔬菜的农药
残留情况进行快速定性检测。中心投
入使用以来，已陆续检测各类蔬菜瓜
果 700 多批次。科普培训区内，张贴
有猕猴桃、四季豆、土猪、土鸡等主要
农产品的种养殖规范。此外，该乡还
在猕猴桃基地率先安装了全球眼监控
设备，可实时观测基地作物生长、管理
状况，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远程
监控。
本报记者 金乐平通讯员 周世军 詹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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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

技术产业向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

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体、科技金融等高新

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在示范园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

线，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

期的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

吧等）、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

免费代办）及财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

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现场会在遂昌应村乡设分会场

土货插上“翅膀”，就能飞得更远

笔者日前从湖州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随着近年来养殖规模的扩大，水产
养殖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
得到社会重视，渔业转型已成为湖州
市农业转型面临的艰巨任务。作为湖
州市养殖面积、渔业产量和产值均位
列第一的南浔区，既有传统养殖方式，
也不乏符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理
念的模式。近年来，通过挖掘自身、多
措并举，南浔区已经探索出一条渔业
转型的新路子，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构建油（油菜、果蔬）基鱼塘养殖
模式。通过在鱼塘的塘梗上种植油
菜、蔬菜、果树等作物，一方面加固塘
基，另一方面挖出的塘泥可作为植物
生长的肥料，此外，风吹落的植物代谢

物也可为鱼类提供一定植物性饵料，
是一种油（菜、果）鱼双收、节约土地的
生产模式，目前在该区推广面积1万余
亩。

构建稻鱼共生（轮作）养殖模式。
通过对水稻田进行相应改造，并在稻田
中养殖水产动物，在水产动物消除水稻
害虫的同时，水稻以鱼类排泄物为肥料
生长，净化水质，达到互利双收的目
的。同时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保
障了水产品质量安全，减少了面源污
染。目前该区已有稻鱼共生示范面积
640亩，其中稻鳖共生示范面积340亩，
稻虾轮作示范面积150亩，稻鳅共生示
范面积150亩。

构建鱼菜共生养殖模式。基本原

理为在鱼塘中种植空心菜、水芹菜、茭
白、莲藕、菱角等水生蔬菜，通过水生植
物吸收水体中的氮磷污染物，净化水
质，减少污染排放和鱼类病害的发生，
同时水生蔬菜也可创造一定收益。目
前南浔区菱湖镇鱼菜共生面积达6000
亩（基本以种植空心菜为主），南浔区练
市镇茭鳖共生面积130亩，藕鳅共生面
积26亩（蔬菜大棚）。

推广新型饲料。黑鱼、鲈鱼等肉食
鱼类的养殖是南浔区水产养殖的一大
特色，但传统养殖肉食鱼类基本以投喂
冰鲜鱼为主，这种方式污染水质、投饲
不易控制、水质恶化快，且操作繁琐。
目前膨化饲料技术已日趋成熟，且已全
部或部分替代冰鲜鱼，大大减少了饵料

浪费，改善了水质，且操作方便。其中
鲈鱼可全程使用配合饲料投喂，黑鱼可
以通过配合饲料和冰鲜鱼结合使用。
目前该区已有配合饲料投喂肉食鱼类
示范面积700余亩。

推广外塘循环水养殖技术。基本
原理为小塘中高密度流水养殖鱼类，大
塘中进行水处理循环使用，即小塘养鱼
——大塘养水的模式，并将食物残渣和
排泄物转移出鱼塘，达到尾水零排放、
产量翻一番的目的，且此种模式所获的
水产品肉质好、品质高。该模式目前在
浙江省已有多个示范点，南浔区计划至
2017年建设该种模式示范点3个，示范
面积90亩。

赵新荣 冯燕萍

每当天刚蒙蒙亮，建德市大慈岩镇
三元村漫塘自然村村民潘有奶夫妻俩
就头戴矿灯帽，提着塑料袋，沿着弯曲
的田埂路，摸黑来到所种植的红花菜田
间，双手不停地采摘红黄相衬、含苞欲
放的一朵朵鲜花，一天至少要采摘鲜花
150多公斤。据悉，今年该自然村有80
多户种植红花菜，总面积达 200多亩，
亩产干花达100多公斤左右，今年预计
亩产值可达7000~8000元，全村农户仅
此一项可增收150多万元。

该自然村种植红花菜至今有着60
多年历史，由于该经济植物对土壤、种
植、培育与加工等技术条件要求不高，
尤其是生长关键时期只需施点肥，不需
要治虫与打农药，纯属无公害农产品，
村民们因此利用田间地角、自留地及荒

芜山地等地理环境就可发展种植，面积
逐年稳步增加。一般红花菜的花期从
每年6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中旬结束，
经过对鲜花的翻晒或烘焙，制作成干花
就可销售，一般10公斤鲜花晒1公斤干
花，每亩可产干花100多公斤。

潘有奶今年种植的10亩红花菜生
长特别旺盛，夫妻俩在田间采摘鲜花，
一采就是七八个小时。回家后又要将
鲜花进行加工翻晒成干丝，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在杭州上班的女儿还特意
请了假，回家当起了父母的助手，一起
帮忙翻晒鲜花。由于采摘鲜花期正逢
梅雨期，因此各家各户都准备了烘焙
炉，除了晴天在露天翻晒外，遇到下雨
天，只得在家里用烘焙炉烘干红花菜，
几乎半个小时就要将鲜花翻来覆去地

进行一次烘焙。像潘有奶家，这样的
烘焙炉就有 20多只，每当鲜花采摘旺
季时，每只都能派上用场，是全村最多
的。今年，他家的红花菜收入至少有4
万元。

红花菜干花有着食用、补血与养
生等多种用途。今年的干花销路十分
走俏，每公斤收购价涨到了80元左右，
比去年高出 10元左右，是该村种植以
来价格最好的一年。

“‘酒香不怕巷子深’。由于村里种
植红花菜时间长、品质好、规模大，在金
华等地有一定的知名度。今年的红花
菜干花销售一点也不需要吆喝，农户们
只要有货，商贩们都抢着要货，有多少
收多少！”该村种植户潘荣荣一脸笑呵
呵说道。这些天来，每到傍晚，兰溪、龙

游及金华等地的商贩少则五六人，多则
20多人，前来村里挨家挨户收购红花菜
干花，价格因此仍在往上不停地涨。“以
前到了红花菜上市时，多是农户急着找
商贩。今年，干花行情一路看好，一晒
成干，商贩就来向农户要货了。”该村村
干部沈玉枝对笔者说。

为了让这一具有“一村一品”的特
色产业早日形成一定规模，镇村两级
干部准备发动一批有经营、善管理，有
能力的村民组建红花菜生产发展公
司、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形式，引导更
多的农户在种植、培育、管理、加工及
销售等环节中形成一条产业链，让更
多农户依靠“小小一朵花”的种植业，
走上致富康庄大道。

宁文武

浙江豪神香榧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香榧容器苗生
产基地。他们集 10多年的育苗经验，不断改进基质配方，从
而不仅实现一年四季都可以移栽香榧苗木苗，而且成活率在
95%以上，比传统方式提高 15%~20%。近年来，他们又改塑
料为无纺布容器，获取了良好的环境效应。

王晓聪

义乌市畈田朱千亩桃园环境优美，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生态桃园建设。为发展好当地的特色经
济、提高桃园效益，当地果农从安徽省引进了大红宝石桃等系列
品种，进行规模种植。在专业管理人员的精心栽培下，今年大红
宝石桃自5月1日开始上市，目前进入采摘旺季，每公斤价格约
为10元。同时，因桃园有早、中、晚熟12个品种搭配，采摘期可
达4个多月，从5月至中秋节前，每个品种采摘期为4个多月。

图为游客在畈田朱千亩桃园采摘大红宝石桃。
龚献明 摄

开化县长征家庭农场从当地信用社贷款46万元，在华埠镇青阳、联
盟村流转土地250亩，种植生产的贡菊、半夏、钩藤、白花蛇舌草等中药
材产品，通过自开的网店销往北京、上海、安徽等全国各地。一年多来
已销出贡菊等产品30多吨，销售收入170余万元。

图为长征家庭农场业主周红梅（左）在介绍生产经营情况。
齐振松 江飞

网销贡菊 香飘全国

南浔多举措推进“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

鱼米之乡走出渔业转型新路子

小小一朵花 致富一村人
建德漫塘种植红花菜增收150多万元

“我的大棚南瓜落市，单季稻直播就开始了。”这些天，在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镇八字桥村的沃园农场，菜农沃小强正在
田间直播水稻。随着稻菜轮作模式的进行，他如今不但是菜
农，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粮农。

沃园农场是柯桥区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菜园子”，
现承包农田353亩，连栋大棚400多个，并建起了柯桥区首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点。2009年初，沃园农场成功培植了具
有早熟、高产、优质、结瓜性强等特点的“迷你南瓜”。同年10
月，又成功把蒲子、黄瓜嫁接到南瓜藤上，不仅抗冰冻、抗病虫
害，亩产量也大大提高，而且提前一个多月在春节前上市。随
后，沃园农场又摘得了“长江以南引种新品尖椒第一人”、“浙
江平原地区试种高温蒲子第一人”等称号。

冬春季节，沃园农场大棚内绿意盎然，各类蔬果纷纷上
市。但到了夏季，大棚也就失去了作用。于是，沃小强就开始
琢磨，利用大棚蔬菜和单季稻种植生长季节的时间差，进行了
稻菜轮作——大棚蔬菜落市，单季稻直播开始；单季稻收割
后，又能种植大棚蔬菜。

在沃园农场，原先种植大棚南瓜、蒲子的蔬菜地里，经过
沟渠引水后，成了水田，直播上了“绍粳 18”这一单季稻品
种。“去年我试验过，稻菜轮作模式收益很高，亩产稻谷能达到
450公斤左右。和以往相比，这就成了赚‘外快’。”沃小强笑
着说。

其实，稻菜轮作不仅让沃小强增收，还特别环保。在沃园
蔬菜基地内建有沼气池，南瓜叶、蒲子藤等大量别人眼中的

“废料”经过发酵后，成为了单季稻的肥料，绿色环保，不污染
土壤环境。“轮作模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十分环保，已经成
了我们致富的‘捷径’。”沃小强说。 钟伟 许东海

这几天,在余姚市小曹娥镇龙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基地
里,社员们正在忙着收摘法国进口的珍稀特色菜豆——黄金
刀豆。这标志着该合作社引种的黄金刀豆已获得成功。

黄金刀豆是一种早熟、优质、抗病、高产矮生菜豆新品种,
具有种植不用搭架和上市早、品质好、倒茬早、产量高等特
点。去年6月,小曹娥镇龙民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国明在
福建朋友那里发现这种新品种菜豆后,就通过那里的朋友与
相关单位联系后,引进该品种进行试种。

今年4月初,杜国明就在自己合作社的海涂盐碱地和酸性
土质地里试种了40亩的黄金刀豆,并像栽培当地的青刀豆一
样进行培育管理。目前,这批黄金刀豆已陆续成熟采摘,产品
全部被福建一家蔬菜公司以每公斤3.2元的价格订购,收购价
格要比当地的青刀豆高出一倍左右。

由于黄金刀豆嫩荚扁圆形，色金黄，光滑美观，味甘甜，适
于炒食、配菜,也可作加工用，经济效益是普通菜豆的1~2倍，
因此倍受农民和消费者的欢迎。杜国明决定明年要扩大黄金
刀豆的种植面积,并在当地进行推广。 王文苗

提升土地利用率 稻菜轮作增收益

余姚小曹娥
引种“黄金刀豆”获成功

诸暨改进基质配方
提升香榧育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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