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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香榧“空对地”授粉试验近日在浦江县留
家坪香榧基地举行。由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戴文圣
主持的这场试验，首次采用该校无人机技术，通过
空中传播香榧花粉的形式助力香榧人工授粉，让当
地十余家香榧种植大户对今后香榧授粉方式的转

型升级充满期待。
香榧是浙江会稽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珍果，并已

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摇钱树”！除了诸暨、绍
兴、嵊州、东阳、磐安等老产区在积极发展香榧外，
建德、临安、富阳、桐庐、浦江、松阳、柯城、莲都、宁
海等地区也在大力引种，加快发展香榧生产。

香榧虽好，但是香榧的授粉却不容易，香榧是
雌雄异株植物，如果雌花成熟开放后没有及时授
粉，这朵花就会枯萎，来年自然也不会有香榧了。
近年来，在戴文圣等专家的指导下，香榧人工授粉
技术已经在香榧产区得到了普遍应用，使浙江省的
香榧产量得到了稳定和提升。

但是传统的人工授粉技术耗时耗力，花粉浪费
也很严重，如何提升香榧授粉效率，一直是戴文圣
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浙江香榧产业发展迅速，种植
面积日益扩大，雄花粉需求量大，好的雄花粉更是
价高，还一粉难求，今年已出现争抢局面。以前将
雄花粉稀释在水中进行喷雾作业，一则花粉浪费较
多，二则用工多时间又长，三是虽然授粉率较高，但
是技条挂果太多对初产期的香榧后期长势不利，果

实的品质也会下降。”
浦江县留家坪香榧基地，海拔高约 200米。在

戴文圣指导下，无人机工作人员在一块平地上开
始了无人机授粉的试验：将一个设置有筛网的绿
色四方铁盒牢固绑定在无人机底部，随着无人机
腾空远行，通过气流和风力将绿盒内的香榧雄花
干粉吹散到空中，自然飘落到雌花上，2～3个小时
完成受精。

“一盒约100克的香榧雄花干粉能对方圆500亩
内的香榧雌树完成授粉，它的传播时间只需3分钟。
而500亩的香榧基地用喷雾器进行人工授粉，则需要
50个工人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看着无人机迅速帮
助香榧进行授粉，浙江农林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戴文圣告诉笔者：“无人机授粉技术的应用将
为香榧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的增产、提质、增效空
间。该技术模拟自然授粉的方式，在大大减少用工
量降低成本的同时，能提高香榧的品质，对树木后
期长势有利。我们将总结试验的结果，进一步改进
技术，争取明后年在全省推广。”

陈胜伟 李广平

近日，龙游县市场监管局干部来到横山镇会泽里村明轩家庭农场种植基地，为该农场栽种的薄壳
山核桃办理“明轩”商标注册手续，指导其走品牌兴业之路。

据悉，该农场流转黄土丘陵280余亩，并于去年栽种由浙江农林大学嫁接好的美国薄壳山核桃苗木
6000多株。 江友富 王益明

香榧授粉用上无人机
3分钟完成50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

新昌雪日红茶厂今年添置了十多台红茶加
工设备，日生产量增加到了500公斤。

原来，雪日红茶厂生产的“雪日红”牌天姥红
茶 1月 16日在河南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挂牌
上市，销售火爆，挂牌价不断上涨。按照协议，到
今年 5 月底前，雪日红茶厂需提供 2500 公斤红
茶，以后逐步增加到25000公斤，扩大生产规模势
在必行。

据介绍，雪日红茶厂以生产红茶为主，前期
加工一批高档大佛龙井与极品毛峰，3月上中旬
生产了 250多公斤特高档大佛龙井和 50多公斤
高品位毛峰。龙井茶以每公斤最高价 2800元出
售，平均价超过 1200元，毛峰平均价 1600元，都
被外地老客户购去。3月27日开始生产红茶。

雪日红茶厂今年生产红茶的茶树品种有“中
茶 108”“安吉白茶”与“龙井 43”，其中“中茶 108”
是试制良种，加工的红茶香气特高、口感尤佳，很
受客户青睐。

新昌雪日红茶厂是新昌县最早生产红茶的
企业，去年生产了 7500多公斤红茶，生产量为新
昌县红茶企业之最。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凌光汉

“紧花菜在市场上的销量正在走下坡，而且口感不好，你
们可以适当地种植一些松花菜。”在 4月 18日杭州市科委会
同市农科院在萧山区益农镇开展的“科技下乡”活动现场，面
对有些忧虑的农户刘阿寅，浙江省农科院专家钟新民给出了
自己的建议。

此次“科技下乡”是此前“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蹲点调
研活动的深化。今年3月初，杭州市科委蹲点调研组曾在益
农访农户、探民情。

结合走访调研期间梳理的有关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问
题，杭州市科委党组书记、主任阳作军，副主任寿伟义以及办
公室、人事处、农社处主要负责人和省农科院、市农科院、市
种业集团7位专家再一次来到益农镇，实地走访了三围村益
农沙地绿色纯品瓜果蔬菜实验场、杭州览胜粮油专业合作
社、东村村长达精品农业园、群围村花椰菜种植户，在向农户
传授农业种植技术的同时，还给他们送去了市农科院培育的
优质瓜果蔬菜种子。

“农二代”凌国胜是村里有名的优秀规模种粮大户和售
粮大户。家里有田700多亩，每年能产水稻70万吨左右。“靠
着这些水稻，养活全家没问题。”凌国胜喜滋滋地告诉记者。
可水稻种植每年只有一季，在土壤闲置期，他却遇到了这样
的问题：之前也种过一些其他农作物，但是产量并不高，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

“农作物产量不高有可能是因为萧山是盐碱地，直接使
用有机肥并不能增产。连产连作需求如果比较大的话，可
以试试我们的生物强化还原技术，只需一个月的休耕时间
就能恢复土壤肥力。”通过问诊，省农科院环境资源与土壤
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姚燕来为凌国胜开出了“最时髦”的农技

“处方”。
为了更好地为农民和农业专家搭建对接平台，当天，杭

州市科委，省、市农科院举办座谈会，与农业种植大户进行了
现场交流。省农科院、市农科院、市种业集团专家介绍了近
年来研制培育的农业新品种情况，农业种植大户就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连作障碍”“轮作模式”“品种选择”“土壤改良”等
技术难题与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科技下乡’活动要注重后续服务，接下来市科委要常
态化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依靠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专家
队伍，进一步做好科技服务‘三农’工作。”阳作军表示，农业
科技帮助农民致富，益农镇作为市科委蹲点调研联系乡镇，
要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上先行先试，充分发
挥示范作用，并由点及面逐渐推广至全市，让全市农民都能
有好的收成。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金乐平 通讯员 陈希杨 郑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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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科委“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
蹲点调研后有实招——

给农民送上
“最时髦”的农技处方

“雪日红”红茶
销售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