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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田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提供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的平台型公
司。

公司主要通过平台（农业种植技术研究平
台、农业装备技术开发平台、果蔬产品销售支持
平台）建设，整合全球农业资源，引进并转化国
际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农业装备技术，打造
集农业种植技术集成、农业装备技术集成和果
蔬产品销售集成于一体的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
决方案，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客户群体（农
户、农企）提供包括规划设计服务、农业装备供
应、种子种苗供应、专用肥料供应、种植技术服
务和产品销售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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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龙游龙和渔业草鱼养殖基地，只见一条条
的塘埂上绿树成林，塘里的草鱼、鲤鱼在水生植物下
游来游去，塘畔是三五成群的垂钓者在熟练地操纵
着钓鱼竿——好一幅鱼人共乐的画卷。

近日，龙和渔业园50亩鱼塘里多了9条黄色的
大槽，水槽里许多鱼儿在不间断迅疾的水流中快速
地来回游动。

龙和渔业园总经理张双其介绍，这是池塘内循
环流水养殖技术，也叫“跑道养鱼”。该系统为鱼类
养殖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从而达到洁水、节
水、高产、高效的养殖模式。该养殖模式引来了广
东、江苏、江西以及杭州、绍兴、江山、遂昌等省内外
专家及养殖户前来考察取经，3 月份以来已接待
1000多人次。

“养多少鱼都能卖出去”，尽管龙和渔业园已经
达到1500亩，但最有效利用现有水域、最大限度消
除因为养鱼而形成的水体污染和排放，成为张双其
这个渔业园最大亮点。

随着“五水共治”工作的开展，畜禽养殖带来的河
水污染成为了整治重点。养鱼场同样存在塘底污染

的问题，不注重环保的话，迟早有一天也会被淘汰。
“既然猪粪能够收集，那么鱼塘底的鱼粪、残留的饲料
是不是也可以收集。”带着想法，张双其咨询了相关专
家，尝试建立起了“鱼塘底排污系统”。简单的说，这
套系统就是在池底建立一个集污井，利用倒虹吸原理
将鱼塘底的鱼粪、饲料吸走，然后统一进行处理。

不过，没多久，较真的张双其就对这套系统挑刺
儿了，“一个水塘50亩大，通过一套系统并不能做到
面面俱到，依然会有一部分残留。”基于这样的想法，
张双其又引进了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技术。

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技术是池塘养殖与流水养
鱼的技术集成，由美国奥本大学设计，美国大豆出口
协会将中国传统池塘开放式散养模式创新为新型的
池塘循环流水圈养模式。通俗的说，就是把池塘里
的鱼集中圈养，集中喂料、集中用药、集中收集鱼粪，
以动力驱使水循环，让鱼逆水运动，增强活力促进生
长，而圈养以外的外塘则用于种植水生蔬菜等进行
多种形式的水质净化。

该系统为鱼类养殖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环
境，从而使超高的养殖密度成为可能。“由于不受地

理因素限制，任何区域都可以建立循环水养殖场，并
且利用在养殖废水处理上的优势，相较于传统池塘
养殖循环水系统可以减少80%的养殖用水”，“保证
了水质，为提供超高密度养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与传统模式相比，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技术适
宜多品种、多规格养殖，并能做到均衡上市，加速资
金周转，生产成本可以降低35％，为农民增收、精准
扶贫找到了新出路。以龙和渔业园现有的48亩示
范基地为例，现在的龙和渔业园洁水养殖亩产可达
2000~2500公斤，已经是高产了，而循环流水养殖技
术在48亩池塘内仅用约1000 平方米面积做了9条
流水槽，每条槽可年产活鱼3万公斤以上，是原来产
量的3倍，而人力投入和电力投资则比原来至少节
省1/3，大幅度提高了养殖效益。

如今的龙和渔业园不但不会造成水体污染，还
成为了“灵山江运动之河”打造的重要环节和乡村休
闲旅游的重要节点。丰富的渔业资源、优美的生态
环境，让国家级钓鱼赛事落户于此。而科学系统饲
养出的优质草鱼，也“游”进了杭城百姓的餐桌。

王彩根袁振文

洁水 节水 高产 高效

跑道养鱼 一举四得

“我们公司于2016年引入‘发酵床’养猪技术，对传统
猪舍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力求打造既环保又经济的养猪
模式，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大大减轻养殖业废弃物对
周围环境的污染，实现致富环保两不误。”在规划统一的
猪舍内，象山双利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昌峰告诉笔者。

象山双利牧业有限公司是象山县首个采用“发酵
床”技术养猪的畜牧企业。

据悉，“发酵床”是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土壤微生物，将
锯末、稻壳、秸秆等农产品加工副产物以及菌种、营养剂
等按一定方式和比例混合制成垫料，排泄物随时与垫料
混合，挥发性臭气及时被垫料吸附，其他有机物质也一起
被垫料中的微生物就地消化分解，达到听得见猪叫，却闻
不到臭味，看得见猪舍，却见不到猪粪的效果。

“使用‘发酵床’养猪，不需要每天清扫，也不用水冲
洗猪栏，省掉了污水处理排放和干湿分离环节，只要保
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及时引流，定期做好翻耕和补菌
等工作，两年后‘发酵床’还能还田使用，是真正的省人
省力还省钱。”卢昌峰介绍。

“可粉碎农业秸秆等制作成垫料减少了秸秆焚烧，
发酵后的垫料作为有机肥使用，又可以改良土壤，增加
肥力，减少化肥使用，对生态环境有不少贡献。”象山县
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陈淑芳说，这种养猪模式从根本上解
决了养殖废弃物污染问题，改善了猪舍环境，降低了养
殖成本，同时，“发酵床”饲养还提高了生猪的免疫力及
生产性能，减少抗生素使用，也保障了食品安全，下阶段
将在该县畜牧企业逐步推广。 谢良宏 路漫

盛夏的暑气还在田间地头，除了丰产的西瓜、葡
萄等水果外，在德清县雷甸镇的三棵树农庄里，记者
见到了10多亩地的无花果树，远远望去，亮绿色叶
片层层覆盖着整棵植株。即使已经进入挂果采摘的
盛期，果树的枝头还在不断萌发出新芽和新果。

在种植无花果前，农庄负责人沈国兴就和农技
员范贤成两个人调查了德清县周边无花果的种植情
况。无花果树植株茂盛，可观赏性强，果实还具有食
用价值，通常在普通居民的房前屋后都有个别种植，
但是德清县范围内还没有大面积种植过。于是，他
们大胆购买了约1500株树苗进行试种。去年，他们

就收获了第一批果子。但是由于果树还属于幼树，
所以没什么产量，范贤成就潜心扑在了育苗管理
上。他告诉记者，这种无花果树属于大果无花果，7~
9月都是它的成熟期，如果等到果实完全长开，甜度
可以达到26度，每个无花果的个头也可以有成年人
的掌心这么大，重量也在100克左右，也就是说五六
个果子就有0.5公斤重。

范贤成种植的无花果颜色比一般的都要鲜艳，
果子又大，随着今年无花果逐渐增产，一有成熟的无
花果就很容易被鸟先吃掉，长此以往损失就太大
了。下一步，范贤成打算把钢结构的大棚盖上网膜，

这样一来就不怕鸟来啄食了。此外，为了提高无花
果的品质，他还打算在无花果树大棚间的沟渠里套
养泥鳅增加水肥力。他介绍说，预计到第五年，无花
果树可以实现全面丰产，每亩能有好几百公斤，届时
可以进一步修剪树型，提高果品。

由于产量有限，目前，三棵树农庄的无花果以每
公斤40元的价格出售还是供不应求。此外，考虑无
花果在采摘运输过程中容易破损，失去卖相，沈国兴
也考虑在丰产后，开展无花果的采摘游，进一步丰富
休闲农庄的水果采摘娱乐项目。

通讯员 沈思佳 本报记者林洁

8月2~4日，玉环市水产养殖学会组织当地40多位
基层渔技人员、水产养殖户赴宁波大学，参加水产养殖
技术业务轮训，提高一线水产养殖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
和技能。

此次培训授课老师为宁波大学海洋学院院长王国
良教授等，培训内容有水生动物病害防控理论与技术、
水产养殖中的水质与调控技术，并现场参观象山蓝尚海
洋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学习该公司贝类育苗、南美白对
虾大棚养殖新技术。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普遍反映老师授课理论结合实
际，针对学员的文化程度，侧重于传授养殖生产过程中的
实际经验与诀窍，平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在这里通过互动
能有效得到解决，加上现场参观，收获颇丰。 倪建军

在当地信用社贷款59万元支持下，浙江青镜谷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在开化县芹阳办事处岔里村种植了200亩
菊花。

公司负责人王成良介绍，他们采用有机种植，每亩
菊花施用有机肥达1000余公斤。同时，公司投入100多
万元购置了烘干设备，建起了 1000 多平方米的加工车
间。“我们采取移动互联网+实体微商联盟的销售模式，
仅一个月，就吸引了全国各地30多位合伙人加盟销售，
数千客户求购。”王成良说。 齐振松 江飞

三门县蛇蟠岛旅游风景区“清风洞星空露营基地”
一期工程近日完工，开始开门迎客。至此，留宿景区的
游客又添游玩好去处。

蛇蟠岛旅游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为了增加景
区的景点，丰富游客旅游内容，浙江蛇蟠岛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加大景区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和资金投入。去年8
月，该公司决定在海盗村附近开发“清风洞星空露营基
地”景点。该景点于今年初动工建设，共分两期，占地面
积近120多亩，预计总投资1亿元，计划于2018年底前完
工。该景点主打“露营文化”，由休闲娱乐区、餐饮休闲
区、龙石文化区、室外运动区和室内运动娱乐区等五大
区块组成。

“该旅游景点投入使用后，游客会更愿意留宿蛇蟠
岛，景区的整体效益也能得到有效提升。”浙江蛇蟠岛旅
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柴成杰表示，该公司还计划对滑
泥公园、海盗村等景点进行改造，以此进一步完善景区形
象，为争创国家5A级景区夯实基础。 朱曙光 朱芳芳

“九穗儿葡萄的确不错！”近日，在天台县平桥镇
茅垟村举行的“2017中国·天台水果节”上，九穗儿生
态种植园带来的精品葡萄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县内外
游客的追捧。

就在日前，一辆大巴满载游客来到该种植园，
这批来自杭州的游客兴致勃勃地拍照、品尝。作为
G20杭州峰会唯一指定的葡萄供应商，种植园专门
划出120亩观光区，向游客提供“金玫瑰”“含香蜜”
等 8 个品牌的精品葡萄。游客李元军说：“这葡萄
园有点像景点，游客来了既能看又能吃，这个体验
很难得。”

平桥镇有40多家水果专业合作社，拥有果园1
万多亩、水果上百种，是天台县水果的主产地，也是
远近闻名的水果小镇。为提升水果产业的发展水
平，近年来，该镇探索“旅游+水果”模式，发展集生
产、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把果园

变景点、水果变旅游商品。
“通过举办‘水果节’，我们用水果串起旅游、用

旅游带动农业、用农业促进商贸。”平桥镇党委书记
陈立构说。借助节庆平台，该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将分散在全镇各地的水果合作社“串珠成链”，对外
推介采摘旅游路线，有效提升水果附加值，走出一条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路子。

在水果节上，鼎丰樱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丁良
斌为游客提供了25公斤的新品种李子免费品尝，不
到十分钟便被一抢而光。

丁良斌主打的水果是樱桃，年产量在1.8万公斤
左右，全部通过采摘游销售，每年接待自驾游、亲子
游的游客1万多人次。他说：“客源半数以上来自台
温地区，许多自驾游爱好者采摘后，还要到附近的景
点去玩。”

而这也正是天台县推进全域旅游的应有之义。

今年，该县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坚持把全
县域当成一个大景区来谋划布局，以旅游的理念构
图设计，用景区标准建设城乡，抓点连线成面，全面
提升旅游元素、美丽指数。

平桥镇也立足全国中心镇建设示范试点，深入
开展环境革命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田
园和美丽乡村，打造天台西部的绿道网、景观带、致
富线，逐渐形成全域旅游景区的格局。

开花时节美不胜收，成熟季节令人艳羡。平桥
镇秀美的乡村风光，配上“季季有花，季季有果”的美
丽田园，实现了从单纯的旅游观光到采摘体验、休闲
度假的升级。据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忠伟介绍，生
态经济已成为发展的新引擎，上半年全镇共接待游
客39万人次，旅游收入3500万元。

徐平 陈志委 叶倩文

以“绿海瓜乡·享趣田垟”为主题的第
五届西瓜文化节近日在云和县滩镇田垟
村热热闹闹开幕了。慕名前来参加西瓜
节的游客把活动现场挤得满满当当，现场
除了可以免费品尝西瓜外，还为游客们准
备了西瓜艺术雕刻欣赏、吃西瓜大赛、搬
西瓜大赛等活动。活动吸引了周边县市
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品尝。

浙江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西瓜文化节旨在全面展示田垟生态高效
农业发展成果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进一步
营造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三农”，引导市民
回归自然、寻找乡愁、走进农家、感受丰收
喜悦的氛围，促进田垟农业持续健康发
展，带动农民“生态创业”，实现留守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叶敏

云和西瓜节 引来四方客

果园变景点 好吃又好玩
平桥“旅游+”炒热万亩果园

甜度达26度，雷甸无花果供不应求

肥猪睡上“席梦思”

开化生态菊花网上热销

蛇蟠岛再添新景点

玉环轮训水产养殖户

庆元县日前举行了以“建设美丽‘大花园’、勇争
最美‘花骨朵’”为主题的全域旅游媒体庆元行集中
采访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庆元县以“春探、夏寻、秋赏、
冬迷”四季主题推出了47场“寻梦菇乡·养生庆元”
乡村文化旅游季活动，各乡镇围绕生态、山水、农业、
工业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推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的旅游活动，形成了季季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乡乡
有特色的良好局面，依托旅行社、行业协会、媒体等
渠道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展“目录式”宣传推介，让
游客能够照着“清单”玩转庆元。

庆元县已引进投资3.8亿元的首家高星级酒店

凯震大酒店、投资15.6亿元的新香菇市场、投资约20
亿元的生态古民居等项目。全域旅游大会上，成功
签约了蜂巢驻宿·庆元站项目投资1亿元，“谷坪公
社”旅游景区开发项目投资1.2亿元，艺宿西川景区
项目投资 3 亿元，百山祖避暑乐氧小镇“生态古民
居”项目投资20亿元，五都禾木氧吧小镇项目总投
资10亿元，丽水栖·花园生态养生体验区项目投资
0.8亿元，打造生态养生体验区，总投资额达到了36
亿元。今后，该县将继续加大涉旅项目投入、旅游景
区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实现“百亿投入实现百亿产
出”的发展目标。

庆元县加快了黄坛省级四季果蔬采摘基地申

报，制定《庆元县黄坛农旅融合产业区旅游总体规
划》；今年上半年，新培育“丽水山耕”母子品牌运作
商标 40 个，合作开发包装设计 27 个，合作基地 120
个，实现“丽水山耕”农产品销售额 3.11 亿元，把成
熟的“丽水山耕”农产品引入购物网点，按计划推进
购物网点的申报和认定工作，推进农产品转化旅游
地商品。依托食用菌、竹木、铅笔、中医药等块状经
济，积极创建浙江蕴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
格药业等省级工业旅游点，优化设计双枪、节节高
等工业旅游线路，加快推进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创
建。

本报记者孙常云

季季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乡乡有特色

游客照着清单玩转庆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