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日前从湖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上半年，该市农林牧渔增加值
56.2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438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7.6%。在全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
中，湖州市连续3年位列全省第一。

打造生态环境新优势
打好畜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深

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全面开展督查
巡查，上半年共拆除畜禽养殖场 47.72
万平方米。对湖州市存栏50头以下的
生猪散养户和存栏 1500羽以上的 548
家规模水禽场全面开展治理，采取“一

县一策”、“一场一策”、“联村联场”措
施，确保整治到位。

推进温室龟鳖清零专项行动，上
半年湖州市共签约 2694户，腾空大棚
1684个，累计拆除119.18万平方米，完
成全年任务的80.1%。

推进农业“两区”土壤污染防治。
初步完成“湖州市重金属点位评价报
告和耕地清洁度综合评价报告”，启动
长兴县 100亩试点工作，上半年，湖州
市完成测土配方施肥面积216万亩，实
施统防统治面积28.6万亩，化肥、农药
减量分别为1469.7吨和 66.4吨。

开展农业投入品废弃包装物回收
处置工作，湖州市已建立归集点 6个，
收集点61个，暂存点1008个，至6月底
已回收废弃包装物85吨，处置52.9吨。

科技引领发展新方向
扎实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对湖州

市特色种质资源进行收集保护，加快
种业创新平台建设，打造一批种子繁
育基地和育苗中心，加快特色品种示
范推广，重点在农业“两区”中展示示
范，着力提升育繁推一体化水平和良
种覆盖率，初步确定 12家育繁推一体
化生产主体，为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建

立基础。深入开展农业机械化推进行
动，加强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发挥补
贴政策宣传引导，上半年新增农业机
械 3098 台 套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61.96%。加快发展智慧农业，以“互联
网+”为载体，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
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营销、农产品质量
追溯、农（渔）业执法和农业综合服务
等领域的应用，已确定农业物联网智
能化农业园区重点培育对象11个。启
动渔政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建立健全
水面治理长效管理机制。

赵新荣 冯燕萍

湖州:农业“半年红”科技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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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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岭“西瓜王”
挑战浙江省农业之最

宁波农产品保鲜技术攻克难关
葡萄保鲜85天以上，冬天里也可尝鲜

笔者日前从宁波市农科院获悉，该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等承担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南方设施葡
萄贮运保鲜技术中试与示范”通过了专家验收。专家评审认
为，该项目将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到南方葡萄保鲜领域，实
现了葡萄贮运保鲜期85天以上。这就意味着，南方群众有望
在冬天尝到本地新鲜葡萄。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葡萄发展迅速，已成为农业经济增长
的重要支撑产业。浙江葡萄成熟期多在6~9月，采后保鲜难、
物流损耗大等问题成为产业发展瓶颈。项目负责人、加工研
究所所长凌建刚介绍，该项目以南方葡萄采后减损和风味保
持技术为核心，通过保鲜设施升级、新型保鲜膜及保鲜剂的集
成应用，同时采用新材料，发明新包装，简化了操作步骤，省工
省力，对中期贮运的葡萄保鲜效果特别显著。

验收会上，受科技部委托，市科技局组织浙江大学、省农
业厅、省农科院、宁波大学等单位专家对该项目两年来的技术
创新、产业化示范等进行全面评审。专家认定，项目经济社会
效益及示范带动效应显著，推广潜力大。相关成果将惠及南
方水果产业提升发展，带动农业减损增效、农民增收。

谢良宏 谢路漫

作为“大棚西瓜之乡”的温岭市，单个西瓜一般在四五公
斤。近日，在温岭市新河镇上桥村，瓜农王新路种出了一个

“西瓜王”，单重达25.56公斤，让人们啧啧称奇。
王新路这块 1亩田的瓜地，在 4月 4日草莓收完后，引进

了黑龙江的优质西瓜品种，试种精品农业。王新路采取与众
不同的种植模式，在这1亩瓜地只种下100多株秧苗，而每株
苗只留一个西瓜。经过 100天的精心培育，这个大棚内最大
的西瓜预计超过25公斤，有望创造新的浙江省农业之最。

当天，王新路按照相关申请流程，请来温岭市蔬菜办、电
视台工作人员，经秤具校对、瓜藤检查、现场采摘和称重等环
节，并由记者全程录像后，最终认定王新路种植的西瓜单个高
50厘米，周长109厘米，重量达25.56公斤。

得悉自己种植的西瓜，与2008年7月10日永康市江南街
道下山门村瓜农郎世瑶种植的西瓜单个重达24.38公斤相比，
还要重1.18公斤，王新路显得非常高兴。

目前，王新路整理了西瓜采摘、称重过程的视频证据和申
报资料，正在申请浙江省农业之最。

林绍禹

近年来，湖州金莲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积极与浙江大学
合作，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全力打造生态环境新优势，其
生产的葡萄已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Ａ
级产品”。图为该公司人员正在喜摘葡萄投放市场。

赵新荣 摄

舟山：金塘精品李子抢先机拓市场
今年以来，舟山市定海区围绕年

初确定的“突出精品特色生态，做优海
岛农渔业”这一目标任务，深化省级农
业综合开发现代园、粮食生产功能区
建设，加快“互联网+农业”发展。同
时，坚持高效生态精养模式，积极探索
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培育种植，推广应
用农业生产新技术，大力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促进农民创富增收，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专业化水平，涌
现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定海样本”。

舟山市轶泓酒业有限公司是金塘
岛内专业生产李子酒的企业。2013
年，该企业在金塘岛内兴建了精品李
子基地，并通过引入各类新品种、培育
濒危品种等实现基地提质增效。目前
该精品李子基地共有种植面积约 150
亩，已引进各类水果10多种。

●“红宝石”飘香
“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

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
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这是鲁迅《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句话，很多人
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覆盆子。

日前，笔者来到位于金塘镇新丰

社区顾家岙的精品李子基地，远远望
去，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上挂着
一颗颗貌似草莓的鲜红果实，近看像
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基地负责
人方国忠指着藤蔓上的果实告诉笔
者，这就是去年该基地新引进试种的
水果——树莓，又称覆盆子，其色美味
香，口感独特，同时富含丰富的营养元
素，被誉为“黄金水果”。

“吃上去果肉特别饱满，味道酸中
带甜，成熟的果子只要用手指轻轻一
摘就下来了。”方国忠介绍说，成熟的
树莓果实呈现红、黄、蓝三种颜色。树
莓适应性强，抗倒伏性强，对土壤要求
不高，且抗旱、耐瘠薄，有较强的繁殖
能力，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去年该
基地分别引进种植了藤本及灌木两种
树莓，预计明年可大批量上市。

由于树莓采摘期较长，可从6月中
旬采摘至 10月下旬，该基地还通过采
用与李子树套种的方式，在李子树边
缘区域种植树莓，以增加土地利用率，
提高树莓产量，延长基地整体采摘期，
获得更多收益。“根据今年的采摘情
况，我们预计每一株能够采摘1~1.5公
斤的树莓。”方国忠说，下一步该基地

还计划在基地道路两旁种植树莓，以
点缀基地环境。

●濒危品种见新生
在该精品李子基地一处刚修缮完

成的水渠旁，笔者看到新开垦的土地
上植上了一片李子树。方国忠介绍，
该李子品种为特早熟金塘李，是金塘
管委会农技人员经过 2年培育保留下
来的濒危品种。

“这种李子树的叶片比普通金塘
李大，而且厚，呈椭圆形。”方国忠说，
特早熟金塘李果型呈椭圆形和球形，
果皮呈粉红色，果心红色略带黄色，个
重在50~75克之间，平均糖度为13度，
最高可达 15度，略高于普通金塘李。
方国忠表示，目前金塘李品种过于单
一，成熟期一般在7月上旬，受梅雨、高
温、台风等天气影响较大。特早熟品
种成熟期在5月底6月初，较普通金塘
李提前近1个月，可避开上述恶劣天气
对金塘李的影响。

据悉，该特早熟品种李子树属金塘李
芽变品种，在金塘岛内已种植了几十年，
但没有进行培育管理和大面积种植，濒临
灭绝。为此，2014年农技人员开始用桃树

作砧木，对该树种进行抢救性嫁接培育。
目前该基地种植了500株左右的特早熟品
种李子树，预计2018年可全面上市。

●桃形李味甜爽脆
绍兴人有“吃李子就要吃嵊州桃

形李”一说，因为该品种李子口感爽
脆，形似桃，皮色似李，不用削皮即可
入口，有着“江南名果”的美誉。

该精品李子基地于2013年新引进
种植桃形李，目前虽未结果，但长势良
好。据方国忠介绍，桃形李季节性强，
一般定植3年后开始结果，6~7年后进
入盛果期，树龄越大果实的味道就会
越好。“金塘李虽然口感好，但日常保
存时间相对较短，一般在 2~5天。”方
国忠说，桃形李在常温下可储放 10天
左右，冷藏保鲜更可达到 50天。桃形
李花期集中在3月中下旬，每年7月中
下旬到8月初进入成熟期，相较于金塘
李成熟时间晚了不少。“这个品种李子
成熟期较晚，遇到台风的可能性比较
大，所以主要种植在基地的避风位
置。”方国忠表示，该品种试种成功后，
将有效延长李子整体销售时间。

黄银凤

连日来，位于淳安千岛湖姜家镇
十里水果长廊的小标桃园经常是一番
热闹非凡的景象。桃园“大当家”吴小
标和快递员忙着一箱箱地打包鲜桃，
将它们发往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在
种植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为了确保
消费者吃上新鲜、安全的无公害鲜桃，
从事桃树种植20多年的吴小标成为了
原生态种植领域内少有的坚守者。

桃园如今的大丰收缘于吴小标十
几年前与双溪村签下的一纸 430亩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土地流转
后，这些土地原先的主人也可以在我
们桃园进行再就业，在家门口工作的
农民收入渐长。”

实现规模化种植后，吴小标在桃

园里种下了水蜜桃、梨、李、枇杷等四
季水果，其中，仅桃树品种就达 22个。
今年，他的桃园里光桃子的总产量就
可达10多万公斤。最让吴小标开心的
是，果园目前已经进入盛产期，“每天
都有2个品种的蜜桃进入采摘期，这种
一摘完，另一种马上开采，实现了多品
种的紧凑衔接。”

据记者了解，小标桃园出产的桃子
每公斤价格是市场上普通桃子的7倍，
那么，这些售价高达50元/公斤的桃子是
如何成为市场宠儿的呢？“坚持种植品
质！”吴小标一语道出真谛。一直热衷于
研究桃树种植的吴小标，近年来积极走
品牌战略，创造一切条件保证桃子的品
质，光搭建大棚就投入了将近500万元。

硬件到位了，种植技术也得跟
进。“淳安日照充足，为桃子的生长创
造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但要种出好桃
子还得靠手上的这把剪刀。”吴小标向
记者演示了修剪桃树的方法。他说，
勤于修剪可让桃树的光照、通风情况
得到良好改善，便于田间管理，桃子的
品质也就随之提高。全人工种植采
摘、科学化的套袋技术，外加优越的自
然地理环境，吴小标种出的桃子个大
形美，色艳香甜，受到了消费者的喜
爱。“小标桃园的桃子已经通过了无公
害认证，并连续在浙江精品水果展销
会上斩获金奖。”吴小标说。

“清洁桃园”也是吴小标所坚持
的。“剪下来的枝干和熟透后掉下来的

桃子我们一定会及时捡掉，不让他们
烂在土地里滋生病菌，保证种植环境
的整洁。”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小标桃
园每亩地只种植 37棵桃树，严格控制
产量。在种植和管理上，除了花前花
后喷些防病虫害的药物外，从坐果到
成熟期，全部与农药绝缘，就连田间肥
料，用的也全是有机肥，结出的果子自
然也是绿色有机食品。

小标桃园现有“黄金桃”、“锦绣黄
桃”、“湖景蜜露”、“玉露”等22个品种。
在现有桃园的基础上，下一步吴小标还
准备发展农家乐，把自己的农业项目做
成集吃、喝、玩、采摘于一体，让前来休闲
娱乐的市民有更多的内容选择。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金乐平 通讯员 徐路

50元一公斤的桃子成了市场宠儿
小标桃园坚持品质做“清洁桃园”

连日来，新昌的气温一直居高不
下，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
40℃。持续的高温对正处于生长期的
小京生花生造成严重损伤。

近日记者来到小京生种植大户石
柏明的种植基地。该基地位于新昌县
澄潭镇东郑村边上，石柏明今年种植
了170亩高山小京生花生。

在基地现场，记者看到这片花生
地不仅土壤龟裂，大量花生叶子也呈
现泛白、干瘪的状态。随后，记者拔

出其中一株，底部根系上只结了稀稀
拉拉几粒花生，其中不少还是空壳
的，真正能食用的，一株还不到 10
粒。“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花生植株
已经停止生长，接近死亡。”石柏明
说。

为了减少损失，最近几天石柏明
每天 5时多就开始对花生地进行浇灌
补水。“现在买了抽水机，经常地喷喷
水，尽量能挽救就多挽救些，挽救不回
来的话，今年产量肯定糟糕了。其实

光靠人工浇水也浇不太好，最终还是
要靠天，像今年这么个浇水灌溉法，不
靠天，单靠人工喷洒是喷不均匀的。”
石柏明说。

基地已经在实施一些抗旱措施，
但是根据目前情况，石柏明花生基地
的产量还是骤减，预计平均每亩的收
成不足去年的1/3。

据新昌县农业部门统计，今年新
昌共种植了1.8万亩小京生花生，截至
目前，已经有近 80%的种植区受到高

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为了帮助农户减
少损失，近期该县农业局农技专家开
始分批深入各小京生花生种植区，指
导农户及时做好抗旱防晒的措施。“现
在这批小京生花生，能够收多少就算
多少，还在生长的那批，要尽量浇水抗
旱，确保秋花生在 10 月之前能够收
回。”新昌县农业局粮油总站高级农艺
师冯忠民说。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梁锋 曹松勤

新昌:1.8万亩小京生花生“喊渴”
近日，笔者走进嵊州市石璜镇夏相村庞兴尧家庭农场，只

见大部分水果品种已落幕, 现在压园的“锦绣黄桃”却一枝独
秀，沉甸甸果实压满枝头, 棵棵果树都用毛竹支撑着, 一派丰
收景象。

场主庞兴尧告诉笔者，他重质不求量, 以株定产, 多次疏
果，每亩产量控制在1300公斤左右。因此他种出的水果果形
大、色泽美、口感好, 在嵊州水果批发市场销售独占鳌头, 批发
价比同样的水果高出二三成, 很受客户青睐，发展新兴时鲜水
果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据了解，庞兴尧近3年选送的“锦绣黄桃”，在嵊州市水果
擂台赛中年年获奖, 去年还在嵊州市水果擂台赛中摘取了金
牌。 沈荣方

嵊州水果擂台赛
“锦绣黄桃”夺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