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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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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
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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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中的乐清市乐成街道黄檀硐古村，山
艳如春，水清如练，洞奇如幻，游人如织。河南人徐
刚被这里的美景吸引，当起了民宿下垟大宅的掌
柜，他怀抱吉他弹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引得游人
和他一起如痴如醉。好一幅古村冬嬉图！

中国景观古村落、美丽乡村、历史文化名村、特
色旅游村……无疑，黄檀硐古村的现在是“兴”的，可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村曾经“衰”过，由此牵动着乐清
市政协人的心，产生了市政协履职的诸多“第一次”。

雁荡山脉中的黄檀硐古村有着 800多年历史，
始建于宋代宝庆年间。古村落布局要素由寨门、村
口、街巷网络、溪河沟渠、宗祠等构成，形成了“两溪
穿村，石桥横卧，巷道纵横交错，院落毗邻相接，寨
门险要狭窄”的肌理形态。村落布局巧妙自然，山
色、石质、黑瓦、石墙、木板壁的古屋浑然一体。村
内还有始建于清末的卢氏宗祠，斗拱、柱础、木雕、
彩画、戏台等颇具特色。下垟大宅、卢文周家宅、卢
福涛家宅等 10多座古宅院落，造型美、价值高。但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宅倒的倒、塌的塌。下垟大宅
破损得特别严重，将近2/3的房子倒塌。对此，市政
协委员忧心忡忡，以提交提案、大会发言、撰写社情

民意信息等形式呼吁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2015年的市政协全会上，市政协委员张区等提

交的做好黄檀硐古村保护利用的提案，引起了市政
协相关负责人和提案办理单位的高度重视。当年5
月，市政协相关负责人带队，组织市旅游局、市文广
新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查看了黄檀硐村
内的下垟大宅、卢文周家宅等古宅院落，并召开现
场会。这是市政协第一次通过现场办理的形式开
展提案办理工作。

现场会上，委员们建议，在做好古村落保护的
同时，可以和附近的黄坦坑水库结合起来适度开
发；古村落保护修缮资金大，可引入民资，在保护修
缮古建筑的同时开发民宿，带动村民致富。

市政协的建议得到了落实。有关部门投入450
多万元建设资金，用于黄檀硐古村落配套设施、黄
檀硐自驾车营地、核心景区游步道、旅游公厕、通景
道路、景区环境及安全设施维护等项目的建设，并
投入20多万元用于智慧旅游景区建设，实现景区无
线网络和网络监控全覆盖。政府投资带动了民间
投资，下垟大宅得到很好的修缮，成为古村旅游民
宿的一面旗帜，黄檀硐水库也被开发为景点。

2016年的市政协全会上，多位市政协委员提案
建议做好黄檀硐村电线、通讯线等“三线”落地，美
化村容村貌，减少消防隐患。提案引起了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当年11月，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召集市财
政局、市旅游局、市水利局、华数广电、电信等有关
单位负责人，就提案落实情况召开专题协调会。会
议明确了这项工作的牵头单位为市旅游局，负责

“三线”落地及供水、排污等管沟总体规划，确定了
“三线”落地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相关部门专人
参加，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进展中存在的难题。

市政协机关党支部和黄檀硐村党支部结对进
行帮扶，不断为黄檀硐古村的振兴注入力量。2017
年9月，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门去该村，就村道
建设、建筑风貌改造、传统习俗文化保护等进行研
讨，为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积极献计献策，还为村
民献爱心，受到群众点赞。

在市政协等各方助力下，黄檀硐古村迎来了新
生机，游客纷至沓来。该村负责人黄忠清介绍，
2017年国庆假期游客最多的一天来了 600多辆车
子，不少游客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村民生活
得到了较大改善。 稻稻

这个800多岁的古村是如何复兴的？

为何蜜蜂们可以营造漂亮庞大的蜂房、酿造可
口营养的蜂蜜？为何蚂蚁们能够搬运体积比自身
大得多的昆虫？为何猛虎斗不过群狼？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系统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林志赟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依靠卓越的
合作和协调，今后我们设计的人工智能仓储机器人
集群，以及无人驾驶货车、无人机等也能够干得像
蜜蜂和蚂蚁一样漂亮。”

林志赟团队多年来在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下开展了多智能体和群体智能方向的研究，其承
担的杰出青年项目“基于局部信息交互的分布式协

同估计理论及应用研究”不久前通过了结题验收。
林志赟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传感

器、无线通信以及控制技术的进步，多智能体系统
已成为当今自动控制、机器人、智能电网等领域一
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智能体可以是地面、水下
自主机器人、卫星、无人飞机、移动传感器、软件模
块甚至是一个物理器件单元。多智能体系统由多
个简单的智能体组成，它们通过彼此的协调合作，
从而完成大型的、复杂的目标任务。

譬如一群水下机器人编队可以非常有效地进
行海洋资源探测，自主机器人编队可以有效地在危
险区域进行目标搜索和定位。如果考虑卓越的合
作和协调，其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要远远超出单
个个体所能达到的。面对复杂的作业任务及真实
世界的非结构化和动态特点，与单个智能体相比，
多智能体系统往往具有空间与功能上的分布性、执

行任务时的并行性、较强的容错能力和较低的经济
成本等优点。

分布式状态估计作为多智能体系统的一个根
本性研究问题，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多个智能体的配
合和信息交互，实现对目标状态的高效而又准确的
估计。而分布式的调度和优化则是通过信息的共
享和交互，优化各自的决策变量实现对全局目标效
能的最优化。譬如海洋资源的勘探、感兴趣目标的
搜索、危险区域搜救、智能电网中的经济发电及负
荷侧主动管理等，都离不开分布式协同状态估计和
分布式优化调度。

林志赟表示，项目成果将最终为智能仓储机器
人集群、低成本网络多自主机器人系统、传感器网
络在智慧物流、资源探测以及复杂环境搜救等实际
应用场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用性算法。

本报记者金乐平 通讯员 徐敏

机器人集群能像蚂蚁一样漂亮工作

在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大俱源村早田农
业开发公司的蔬菜地里，农家近日在收获紫羽
衣甘蓝、号称天紫的紫胡萝卜、紫孢子甘蓝、紫
花菜等一批以紫色为特点的高山蔬菜。

早田农业开发公司的紫色蔬菜，巧妙迎合
了当今食品追求健康的概念，从而为山区农家
赢得了较高的收益。

据了解，紫色蔬菜中的花青素除了具备很
强的抗氧化、预防高血压、减缓肝功效障碍等
作用之外，其改良视力、预防眼部疲惫等功效
也被很多人所认同。

吴铁鸣李海定

这里的蔬菜都姓“紫”

近日，应玉环市海洋与渔业局邀请，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潘浩波
到玉环，为玉环甲壳素产业献计献策，规划该产业
未来发展路子。

当天上午，潘浩波一行三人参观了台州市丰润
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及浙江金壳药业有限公司两
家当地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及工艺流程。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当地生产企业就甲壳
素产业升级改造，如何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请
专家们多提建议和思路。

潘浩波表示，传统的生产低端原料产品，丰厚
的利润让别人攫取的老路必须摒弃，企业要走高端
路线，比如利用甲壳素做创伤止血剂、手术缝合线、
人造皮肤等生物医药，用料少利润高，价钱不再是
论吨计，而是以克卖，一克几十元，这才是高效益，
要开发后续高端高附加值的甲壳素衍生产品，以高
科技占领市场。

据悉，甲壳素是一种多糖类生物高分子，在自
然界中广泛存在于节肢动物虾、蟹、昆虫的外壳，是
自然界中唯一带正电荷的天然活性产物，被誉为除

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之外的“人体第
六生命要素”，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等领域。

目前玉环市规模化甲壳素生产开发应用的企
业有3家，拥有固定资产2亿多元，甲壳素衍生物生
产能力4000吨，产销量约占国内该产业生产总量的
30%，产品涉及氨基葡萄糖、壳聚糖、壳寡糖等六大
系列 30多个产品，其中国家级新产品 1项，高新技
术产品10多项。

倪建军

中科院专家现场把脉玉环甲壳素产业

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水坊街”近日开始迎
客，它将成为三门的“河坊街”，大力推动该县旅游
业的发展。

岩下潘村距县城 40多公里，毗邻湫水大峡谷，
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自然风景秀丽，生态环境优
美，旅游资源丰富。从 2009年开始，岩下潘村村两
委在横渡镇的支持下，克服困难，开展新农村建
设。经过4年多努力，该村将村民旧房子全部拆除，
统一建起一幢幢小别墅，当地村民利用这些农家别
墅办起农家乐，开发乡村旅游，现有农家乐经营户
33家，月接待游客1万多人次。同时，该村还开设了
水上乐园、天然游泳池、峡谷漂流项目，走出了一条
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共建的成功之路，被称为“潘

家小镇”，先后荣获“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
最美村镇”“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称号。

为进一步丰富“潘家小镇”旅游项目，加快横渡
镇旅游发展，该镇积极对外招商引资。2016年元
旦，来自台州市椒江区的杨台鸣与岩下潘村经过多
次洽谈、协商，签订了联合开发岩下潘村旅游项目
协议，并成立了台州市水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前期是在“潘家小
镇”溪边的道路上开发“水坊街”，于 2016年 2月开
始动工建设。“‘水坊街’类似于杭州的‘河坊街’，占
地面积 30多亩，建有三排 200多间仿古房子，中间
两条步行街。里面还有时尚酒吧、咖啡馆、茶楼、原
始作坊以及各种当地特色的美食小街，投资3000多

万元。”杨台鸣介绍说。
“来之前我们还担心会过不惯乡村生活，来了

之后发现，这里比城里有趣多了，不仅能游山玩水，
还能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来自上海的王先生称
赞道。

除“水坊街”项目外，“潘家小镇”还计划建造玻
璃天桥。“我们接下去要在对面两座山之间建造一
座长 400米左右、宽 3米的玻璃天桥，预计 2018年 5
月建成。”站在“水坊街”，三门岩下潘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潘健说，玻璃天桥是该村打造的“情人
谷”景区项目之一，有露营、划草等项目，总投资预
计5000多万元。

朱曙光朱芳芳

宁波市鄞州区区级农业科技攻关项目“新型蔺
草固色用染土改性技术研究”近日获得新突破，染
土浓度降低约 50%，拔草过程中粉尘浓度降低 50%
以上。

该项目由宁波新艺蔺草制品有限公司与中国
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联合实施。

蔺草加工前需要加染土，可护色。宁波新艺蔺
草制品有限公司采用该染色工艺染制水草约3.5万
公斤，染制后的水草经过烘干、储存、拔草和编织等

全工序试验考核，结果显示，该染色工艺与传统方
法相比，在达到相同固色效果的同时，大幅降低了
染土用量，且对编织过程无不利影响。据预测，该
技术成果推广后将对鄞州区传统的蔺草产业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

据统计，宁波市蔺草种植规模约5万亩，从业企
业约 100 家，蔺草产品全产业链产值在 20 亿元以
上，蔺草产业是该市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传统的蔺草染土固色工艺会给后续的作业过

程和环境造成粉尘污染，严重制约了蔺草产业的发
展，同时，大量的染土消耗增加了企业成本。在此
背景下，2016年，经市、区科技部门牵线搭桥，宁波
新艺蔺草制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
波分院联合开展了“新型蔺草固色用染土改性技术
研究”，研究染土固色机理及成分作用，特别是日本
染土和国产染土的成分研究及物性对比，发出一种
新型染土，并研究测试其对固色工艺的影响。

张文胜 刘桂微

蔺草染色新技术可降低染土浓度约50%

龙游县溪口市场监管所干部，近日来到龙南山区海拔
1300多米的庙下乡浙源里村贤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中
药材种植基地，指导办理中药材商标注册有关手续，走品
牌发展之路。

该公司2017年初流转竹林百余亩，利用无纺布袋沿着
梯田种植三叶青、白芨、黄精等喜阴药材15万余袋。

江友富徐秋裕

日前，笔者来到地处开化县杨林镇号岭村傅氏家庭农
场的养殖场。业主傅远国介绍，农场流转山地15亩，主要
用于种植黑麦草、苦麦菜、蔬菜等喂养鸡鸭。“鸡鸭采取全
放养，让其满山遍地跑。”据了解，去年有4000多只鸡鸭销
往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供不应求，农场收入达60多万
元。 齐振松 郑晓东

建德市大同镇田畈村养殖大户宁建生近日叫来帮手，冒
着严寒在池塘里拉网冬捕，当日捕获3000多公斤清水活鱼。

去年以来，大同镇100多家养殖户的1600多亩鱼塘全
部采用清水养鱼、生态施养新模式，不仅有效保护了水域
生态环境，所产鱼鲜的品质也显著提升，畅销市场，预计全
年全镇的渔业产值可达800余万元。 宁文武

大同镇渔业产值达800余万元

龙游：竹林下种喜阴药材

开化林下土鸡鸭俏销

三门“河坊街”开门迎客

去年12月底开馆试运行的磐安县大盘山博物馆近日
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该馆位于云山旅游度假区中田村，
占地面积25亩。

博物馆共有“安如磐石、浙东主山、江南药谷、药材之
乡、养生福地”五个展厅，展示介绍磐安特有的地质地貌特
征、历史文化积淀、自然资源特色、生态保护管理以及后续
发展。

孔德宾

大盘山博物馆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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