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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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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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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始德清”。日前，
国内首家集展览与研究、宣传与娱乐、公共教育与
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欧诗漫珍珠博物院在德清正式
开馆。

与此同时，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德清淡
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保护暨申请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也正式启动。德清县委书记项乐民表
示，这是德清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能更加深入地挖掘德清珍珠文化内涵，不断推
动德清珍珠走向世界。

德清是全世界有记载最早人工养殖珍珠的地
区。南宋时期，叶金扬发明附壳珍珠养殖技术，改变
了珍珠养殖发展走向，德清珍珠产业自此繁荣兴
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诗漫集团的成立更是翻
开了德清珍珠产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近年来，随着欧诗漫集团的快速壮大，德清珍珠
产业开始向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高端领域进行延
伸，进一步走出了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新路，德清也
随之成为国内最大的珍珠综合性产业基地。

在大力发展珍珠产业的同时，德清不忘培育独
特的珍珠文化。围绕推进珍珠文化的保护、挖掘、传
承，形成了集珍珠养殖管理、珠宝品质鉴定、地方文
化民俗等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2017年7月，“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
用系统”（以下简称“德清珍珠系统”）被认定为第四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擦亮了德清珍珠
文化这张“金名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
委员会主席李文华表示，“德清珍珠系统”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德清淡水珍珠养殖在长期

的工作当中积累了经验，现在又在原有基础上，把过
去一些好的做法发扬光大，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
式，对浙江、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
商业价值。

据了解，浙江省目前拥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项目8个，其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2个。

“德清珍珠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深度
挖掘珍珠文化的新开端，对我国开展淡水珍珠传统
养殖保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学会珍珠咨询专家、欧诗漫集团董事长
沈志荣表示，接下来欧诗漫集团将进一步深入研究

“德清珍珠系统”在环境保护和增产增收之间的关
系，深入总结动态保护的经验，不断创新模式，让更
多的群众受益，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树立一个范
例。 通讯员 王力中谢尚国 本报记者 林洁

德清珍珠系统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

浙江兴森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近日在武义县王宅镇
基地内采摘、分拣、包装秀珍菇，陆续发往各地市场。

浙江兴森科技有限公司选择生态环境优、温湿度适
宜的武义县开发食用菌，采用温室栽培技术，使春末夏
初或夏末秋初上市的秀珍菇控制在最热的7~9月集中上
市。

目前，该基地反季节栽培的200多万袋秀珍菇已进
入旺采期，日上市量在5000公斤左右，尽管每公斤批发
价高达16元，零售价60元，但还是供不应求。 张建成

反季节秀珍菇成市场新宠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杭州市上下积
极行动，从职能出发，主动出击，推进渔业产业转型
升级。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在此背景下在全市
各渔业主产区推广，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近日，杭州市在富阳区举办了一期池塘循环流
水养殖国际技术交流培训。培训班邀请了该技术在
美国的主要研发人之一的奥本大学Jesse Chappell博
士和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朱松明
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授课。

来自杭州市各区县的百余位养殖企业代表和养殖
大户参加了此次培训，他们中既有已经开始应用该项
技术养殖的示范养殖户，也有听到培训消息主动赶来
准备投入的企业和养殖户。会场上下，秩序井然，参训
人员学习热情高涨，不断向台上专家提问各项技术细
节。在培训间隙，授课老师、参训人员与各级渔业行政
管理人员三两成群，仍在热烈讨论，培训效果显著。

这次培训是杭州市举办的第四期池塘循环流水
养殖技术培训。

随着传统养殖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同步提升

难度加大，该项技术在2013年由杭州市农业局引入
后适应良好，迅速在全市推开，并进而带动省内其他
兄弟市逐步引进。而且针对各地不同的资源情况，
养殖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
改进版本，技术上在不停进步。

目前，杭州市的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的推广
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与
传统的水产养殖方式相比，可实现养殖产量至少增
加2倍以上，养殖面积减少80%，劳动力节约90%，进
而实现养殖尾水零排放。 朱雷

养殖产量增加2倍以上，养殖面积减少80%，劳动力节约90%

杭州推广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

近日，青田稻鱼米专场推介活动在杭州和平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青田最“土”的旅游地农产品和独特的稻鱼
米文化现场亮相，同时预定稻鱼米新米还能获赠最“洋”的
进口商品，“土洋结合”充分展示侨乡青田的特色。

现场，从青田的鱼灯舞表演到相关负责人的致辞，
再到稻鱼米众筹视频的播放，以及稻鱼米的快板和沙画
表演等环节，整个推介会的重头戏突出的就是青田的古
老农耕文明稻鱼共生系统。

据介绍，早在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被联合国
粮农组织列入首批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之一。作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
统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青田当地一种典型的特色
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和鱼类共同生活，种养
模式十分生态环保，田鱼为水稻除去虫草、耘田松土，水
稻为鱼提供养分、饲料，田鱼和水稻共同生活在一个小
环境里，形成和谐共生系统，最终达到水稻丰产与田鱼
丰收的双赢结果。

青田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青田县标准化稻鱼共
生基地4万多亩，稻鱼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
变革，走出了一条“养鱼、稳粮、提质、增效、生态”的现代
农业新路，实现鱼与米的共生共赢。

不仅如此，青田县还转变发展思路，专门制定了青
田县“稻鱼共生”产业发展三年（2017~2019 年）行动计
划。一方面立足稻鱼共生系统的本身，严格把控稻鱼米
的生态有机标准，打造本土品牌，同时创新销售模式，将
这一自然天成的稻鱼米通过“互联网+”、众筹等手段精
准卖到喜欢它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做好农旅文融合的文
章，从插秧、放鱼到割稻收鱼，青田把农事体验融入到游
客的旅游行程中，把一产和三产结合起来发展。通过深
度挖掘稻鱼共生系统的古老文化和习俗，依托这一农耕
文明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农业特色小镇和稻鱼共生博
物馆，配套农家乐，延伸稻鱼共生系统全产业链的发
展。 本报记者 金乐平 孙常云

由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浙江绿峰机械有限公
司历时三年研发的国内首套黑茶渥堆发酵清洁化
加工生产线，日前在湖北省红安县投入生产。

黑茶也叫砖茶，属于后发酵茶，是我国特有的
茶类，生产历史悠久，主要产于湖南、湖北、云南等
地，其中云南普洱茶最负盛名。黑茶采用较粗老的
原料，经过杀青、揉捻、渥堆、干燥四个初制工序加
工而成。但目前国内黑茶生产全部采用人工渥堆
等工艺，生产时间长、费工耗时，质量、卫生不易控
制。而浙江绿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这条国内最
先进的连续化、清洁化的黑茶生产线，采用电脑程
序控制，实现了自动翻堆，控温、控湿。将传统45天
左右的黑茶渥堆生产期，缩短到20天，黑茶质量更
加稳定。生产线达产后，可年产黑茶1万公斤。

吴铁鸣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近日公布了
2017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名单，三门县横渡镇岩
下潘村榜上有名，将获得中央补助资金100万元。

据了解，此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分保障基本
示范村、环境整治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三大类，岩下
潘村属于美丽乡村示范村。

近年来，岩下潘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围
绕经济、生态、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取得较大突破。

2009年，该村启动新农村建设，经过几年努力，村内老
旧房全部被拆除，全村采用小康楼式的统一建筑；2014年，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2015年，完成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中心建设。如今，一个由古木、廊桥、流水、果园、休闲
垂钓、开心农场等构成的生态小村庄呈现在人们面前。该
村还邀请省、市专家对村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全面考察，
科学规划，树立了休闲旅游品牌——“潘家小镇”。

2016年初，“潘家小镇”成功引进风情水坊街项目，
类似杭州的河坊街，设有茶楼、特色美食小街等，包括三
排建筑、一条步行街，占地面积 30多亩，投资 3000多万
元，将于10月4日试营业。

这几年，岩下潘村获得了中国最美村镇、省级美丽
宜居示范村、浙江省十大老年养生旅游基地、中国乡村
旅游模范村、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等荣誉称号，“潘家小
镇”也已成为县内外知名的农家乐旅游地。

朱曙光 王亚君 朱芳芳

“鱼跃大温岭 文明我先行”温岭市首届环保旅
游公益行动近日在石塘镇车关码头举行，通过社会
众筹方式购买的一万条海鲷鱼苗（每条2元）被放入
东海，以保护海洋生态。

温岭市副市长李海兵表示，海水污染和过度捕
捞导致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海鲜产量日渐减少，保护
海洋生态，已经刻不容缓。他向全社会倡导环保旅
游，让温岭广大市民都参与到海洋保护中来，让渔业
资源绵延不绝，让海滨美景历久弥新，让温岭城市形
象更为璀璨！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身后这一片碧绿
的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生活垃圾，我们带着孩子到这
里旅游，孩子想看看鱼，捉捉螃蟹，都一无所获时，
我们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今天，我诚挚地向来到
这里旅游的各位游客们发出倡议：文明从我做起，

‘鱼跃大温岭 文明我先行’，我们可以从一点一滴
做起，比如说，身边多带一个袋子，不让这里留下一
点生活垃圾哪怕一张纸片。我们带走了垃圾，留下
了文明。让文化旅游之花，在温岭大地上开放，同
时开遍全国！”参加活动的嘉宾现场向大家发出倡

议。
来自浙江省内各地的90多位自驾车游客和温

岭市环保志愿者参加本次活动，并获授“温岭市首届
环保旅游公益行动文明旅游使者”和“温岭市首届环
保旅游公益行动环保志愿者”旗帜。

据悉，举办此次公益活动是温岭首次将公益、旅
游、环保合为一体的创新举措。它展示了温岭积极
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紧推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的决心和魄力。

黄晓慧

近日，人保财险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与当地两家
蔬菜专业合作社签订了雪菜气象指数保险合同，承
保面积1411亩，给广大种植户吃上一颗“定心丸”。
鄞州滨海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红勇说：“今年雪
菜种植有了气象指数保险，即使遭遇水淹，也能有基
本保障。”

而在两个月前，该公司为鄞州3家规模较大的
雪菜生产企业承保了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和食品安全
责任险两个险种，为雪菜加工和流通环节提供保障。

据了解，为一个农产品的种植、加工、流通全产
业链进行投保，“鄞州雪菜”还是浙江省内首次。

鄞州是中国雪菜之乡，种植、腌制雪菜已有1000

多年历史。雪菜也是市民日常烹饪时不可缺少的食
品。经过多年发展，“鄞州雪菜”已基本形成产加销
一体化、农工贸科相结合的产业化经营格局。

据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雪菜
气象指数保险时间是雪菜种植的一个生长周期，从
9月到12月底。雪菜种植环节最怕内涝，期间，如果
遭遇两类恶劣气象条件，气象指数达到起赔标准时，
就可视为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会按照合同约定
负责赔偿。“单日降雨量达到60毫米，或连续两日降
雨且每日降雨量达到50毫米，连续阴雨7天及以上
日照时间少于或等于2小时，投保农户都可以根据
损失情况得到不同程度的赔偿。”这名负责人说。

据了解，鄞州的雪菜气象指数保额为每亩2000
元，保费为200元，其中农户自己承担50元，其他由
市区两级财政补贴，这样，大大减轻了农户负担。

而雪菜的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30
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万元；食品安全责任险累
计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业
内人士认为，为农产品提供全程风险保障是今后的
发展方向。

此外，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还面向雪菜种植户
推出了“支农融资”服务，普通农户最高可获10万元
融资。

张文胜张珍

走进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莲西村，总能见到一
位叫李毛狗的老竹匠，正坐在家门前的竹椅上忙着
编织竹篮，每天10多个小时，李毛狗都在与竹子“打
交道”。

今年66岁的李毛狗从13岁开始就以竹编为生，
是远近闻名的老手艺人，而在夏履镇，这样的老竹匠
有数十位之多，成了支撑夏履竹编产业的“骨干”。
前不久，夏履镇专门在竹编特色村莲西村成立了竹
编协会，包括李毛狗在内的20名竹编高手成为首批
会员，竹匠们有了一个技艺传承、产业发展、交流合
作的全新平台。

夏履镇竹林丰茂，竹编产业是该镇传统特色产
业，“一村一品”远近闻名，如方金两塔的箩、筐，双桥
的土箕、藤椅、竹书架，石道地的扫帚和饭架，门台的
竹篮，宣家坞的筅帚，施家坞的饭篮和小笠帽，里西

坞的箩络、酒坛络，西坞口的屋上簟，叶家山的铁耙
柄和竹垫、热水瓶壳。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竹制品特别是日用
类竹制品的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即便在建筑产业的
带动下，竹跳板、脚手片、竹梯子等市场需求依然较
大，但其附加值较低又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并不能让
夏履竹编再续辉煌。同时，后继无人也成为夏履竹
编的发展瓶颈，如双桥村现有20多户竹编专业户，
大部分生产建筑业配套竹制品，但多为中老年人。

“随着老一代竹编工匠的年龄渐长，年轻人又大
多不愿从事这项传统产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断档
现象。”夏履竹编协会首任会长金建安，对竹编产业
有着深厚感情且看到了问题所在。他说夏履竹编产
业有传统优势，解决了山区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让山
农增收，但夏履竹编产业转型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产品创新和竹匠培育成为当务之急。
“新的市场特征要求竹编工艺从传统的粗放型

向精细型转变，我们将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宣传
竹编文化，选好工艺接班人，使得竹编工艺代代相传
并生生不息。”夏履镇镇长章宇对竹编产业发展和工
艺传承充满了信心，他表示只要能找准市场的脉搏，
竹编工艺仍能大放异彩，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竹篱
笆就吸引了不少订单。

目前，夏履镇已经形成了竹编产业的发展思路
——技术上精益求精、技艺上代代传承、市场上另辟
蹊径。包括利用农函大平台，开办竹编培训班，让更
多山农参与到竹编产业中来，同时，引导开发精细工
艺品，通过文化植入让竹编产品产生更多附加值，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走得更远。

钟伟 胡思源

技术上精益求精 技艺上代代传承 市场上另辟蹊径

夏履竹编要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型

鄞州雪菜全产业链都有了保险保障

国内首套
黑茶全自动生产线投入使用

岩下潘村成全国示范村温岭举办首届环保旅游公益行动

青田到杭推介“稻鱼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