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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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田
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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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自实施以来首次全面
下调，开启了稻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破冰之旅，
但我国稻谷产量高、进口高及库存高的“三高”现象
依然严峻。受国内经济大环境以及粮油供需基本
面等综合因素影响，2018年浙江东南粮食市场大米
交易或将继续保持平淡格局，旺季变淡季、淡季更
淡特征依然明显。

据统计，2017年市场现货成交大米等 36.95万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04万吨，增幅2.9%；现货成交
金额 15.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4亿元，增幅
8.7%。全年市场通过网上竞价销售和招标采购成
交粮油 3.99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1.66万吨，减幅

29.3%；网上成交金额 1.1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35亿元，减幅22.6%。

从现货交易品种看，主要是大米类，成交量达
32.16万吨，占总成交量的 87.0%；其次是高粱和玉
米，成交量为 1.52万吨和 1.23万吨，分别占总成交
量的4.1%和3.3%；黄豆和杂粮类交易均较少。

从进场粮源来看，来自江苏产粮区的依然占市
场半壁江山，达 57.1%，安徽占 12.0%，东北三省占
10.8%，来自河南等省较少。

从价格走势来看，2017年市场大米价格与上年
相比以涨为主，其中晚粳米年平均成交价较上年上
涨 3.7%。2017年市场交易品种价格走势不一，有

涨有跌，其中各产地晚粳米年末平均成交价较年初
上涨1.8%。

晚粳米是该市场交易的主要品种,各产地晚粳
米全年总成交量达25.8万吨，占总成交量的69.8%，
占大米成交量的80.2%。其中尤以来自江苏产粮区
的晚粳米交易为主，成交量达 20.8万吨，占晚粳米
总成交量的80.6%。

展望 2018年，由于市场供需宽松、低价进口米
大量充斥，以及全球经济恢复缓慢，对晚粳米价格
将形成一定压制作用，但在国家政策的支撑下，国
内晚粳米市场将依然延续平稳走势，波动幅度依然
较小。 吴春友

2018年大米交易或仍呈现平淡格局
旺季变淡季、淡季更淡特征或依然明显

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衢州柯城九华
立春祭，如期在九华乡妙源村举行。
村民延续隆重而古老的“立春祭”仪
式，接春神牛祭春神、抬春牛、敬土
地、鞭春牛，开启江南第一耕，祈愿今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吴铁鸣

小山村里的世界非遗秀

“已经下雪了，你这样做不是办法，如果家里缺少塑料
薄膜，裘雪芬家有一批闲置着没用，你可先到她家借了用
一下。”近日，天台县南屏乡农情员裘昌洪得知种植户裘锡
度担心枇杷受冻，便赶紧骑了单车赶到裘锡度的地里。

眼下正是枇杷开花挂果的时候，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把
果农给急坏了。裘昌洪赶到现场时，看到裘锡度的枇杷园
里烟雾弥漫。裘锡度和家人一起采用送暖面积大且见效
快的熏烟加温法，千方百计想减少损失。

裘昌洪告诉他，气温降到-3℃，最好是将塑料薄膜支
起来，覆盖在枇杷树上再加温，这样保温效果才会好。否
则单是熏烟加温，枇杷树还是会被冻伤。听着裘昌洪这番
话，裘锡度忧郁的脸上马上多云转晴。

枇杷是南屏山区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单车农情员
最牵挂的就是刚结下不久还比较怕冻的枇杷小果子。面
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南屏乡单车农情员全力为农户的防
冻抗雪工作出谋划策。

年初，南屏乡结合山区群众生产、生活特点，创新建立
“单车农情党员帮扶机制”，组建“单车农情团队”，为全乡
39名农情员配备单车（电瓶车）、简易授课装备等，带知识
上山、下乡、入户，推行“妈妈式”组团服务，被当地群众称
为“轻骑兵”。

南屏乡为单车农情员建立了微信群，果农有什么困
难，在群里“呼叫”一下，农情员就会及时回应并到现场指
导。 徐赛君 郑晓刚 徐平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了2017年省园林城市名单，
三门县正式被授予浙江省园林城市荣誉称号。

三门县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境内大小
岛屿共有122个，有“海上仙子国”之美称。2015年，三门县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建园林城市工作目标，咬定创建省
级园林城市目标，科学规划，依法治绿，增容扩绿，做美做精，
打造品牌。全县上下同心同向同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不断
提高，城市绿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截至2017年底，三门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6.86%，绿
地率32.3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55平方米；新增城市
园林绿化面积 255公顷，较 2013年底翻一番；节约型绿地
建设率 60.4%；立体建设及生物防治，推广率为 54.1%；实
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城市景观，呈现出“有路就有
树、有树亦有阴”的优美格局，并先后获得浙江省森林城
市、浙江省生态城市、浙江省卫生城市、浙江省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县城等荣誉称号。 朱曙光郑玮玮 朱芳芳

三门成为省级园林城市

“2017年，我们在浙江大学惠天朝特派员的指
导下，开始尝试‘跑道养鱼’技术，现在建成三条跑
道，面积325平方米，两条养马口鱼，年产量达4000
多公斤，按每公斤售价70元，销售收入达到28万元
左右，另一条养唇（骨华）鱼，年产量 2000多公斤，
每公斤售价30元，销售收入也达到6万元左右。年
销售收入差不多有34万元，除去养殖成本20万元，
收入 14万元左右，比起以前种荷花套养鱼的收入
这就是个天文数字！”谈到今年养鱼场的收入，丽水
市十里荷生态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邹伟俊高兴地说道。

丽水市十里荷生态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
莲都区老竹镇，最早邹伟俊采用的是在荷花池中套
养鱼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但不高。惠天朝
在考察养殖基地后，为其选定了高效无公害池塘循
环流水养鱼的项目“跑道养鱼”，并开始试点工作。

惠天朝说，莲都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水系
发达，四季分明，非常适宜养鱼业的发展。目前十
里荷养殖场试点已经成功，3条现代高效、生态无公
害的养殖跑道已经初具规模，形成效益，下一步将
开展水环境监测等全程在线实时监控系统的建设，
争取用两年时间建成优质高产、生态友好、环境优

美，集生产与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水产养殖示
范基地，为农民增加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跑道养鱼”技术学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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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
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
高效养殖方式，通俗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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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敏红本报记者 孙常云

比起种荷花套养鱼的收入，这就是个天文数字

莲都试养成功“跑”来“跑”去的鱼

农情“轻骑兵”一线忙减灾

日前，浙江省林业科技周湖州分会场暨林业“机器换
人”示范乡镇建设活动在吴兴区埭溪镇正式启动，来自各县
（区）林业部门的分管负责人、林业专家及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林）场主、经营大户和科技示范户代表近百人参加。

活动中，埭溪镇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科技示范
户代表赠送了竹林微耕机、竹枝桠粉碎机、割灌除草机及
毛竹钩梢工具四种新型林业装备43台（件）。

本次林业“机器换人”示范乡镇建设，力求在三个方面
作出示范：一是“机器换人”，节本增效。以高效毛竹精品
园区为载体，应用新型竹林微耕机，降低劳动强度，节省劳
动力成本，每亩竹林年节约生产成本在800元以上，以此增
加竹农收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机器换药”，强化
水源地保护。以湖州市民饮用水源老虎潭水库上游及周
边为重点，应用机械割灌代替化学除草剂抚育管理，减少
除草剂用量，防止化学除草残留直排水体，确保饮用水体
洁净和安全。三是“机器换气”，保护大气环境，针对毛竹
枝桠及林下剩余废弃物逐年增多的新情况，应用由浙江大
学湖州市南太湖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中心联合开发的竹枝
桠粉碎处理技术，杜绝废弃物焚烧带来的烟尘，保护大气
环境。 杨健

湖州建设林业机器换人示范乡镇

置身东阳市东阳江镇枫树头村的原生竹林，山
风吹过，林间沙沙作响，恍若电影《卧虎藏龙》中的
场景。这片后山竹林已有逾百年的历史，见证着枫
树头村的建设和变迁。在“产业植入”工作中，枫树
头村因地制宜，依托后山竹林，准备打造“竹文化”
村庄。

枫树头村地处东阳江镇东南部，现有农户 318
户，常住人口 835 人，拥有基本农田 358 亩、山林
3580亩、旱地180亩。“我们山地林地多，荒地也多，
但我们这里土壤肥沃，空气清新，非常适合竹子生
长。”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卢跃明介绍，村里竹子的
种类也很多，有楠竹、淡竹、龙竹、黄苦竹等等，村里
出产的竹笋鲜甜多汁，“正因为我们的竹笋这么好，
所以我们要‘把山当田种，把竹当菜栽’。”

在产业植入中，村两委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从
竹子上“生财”。“我们积极对接林业专家改良品种，
培育最优质的竹笋，这种‘森林蔬菜’富含维生素和
蛋白质，是保健食品。另外我们还对竹产品进行深
加工，制作笋干和各类竹编竹刻工艺品。此外，我
们还将打造‘竹文化’景观博览，建设休闲公园、竹
文化馆、原生加工车间等，以景观带动旅游，吸引人
气，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产自销优质的竹产品。”卢跃
明介绍，整体规划分两期，预计总投资160万元，目
前已投入120万元。

当前，枫树头村正在开展第一期建设，已经完
成竹品种的改良，开辟百亩竹产业林；占地60余亩
的休闲公园已露雏形，包括长 400 余米的“竹长
廊”，其间穿插亭台楼阁，坐在休闲公园的亭子上视

线非常开阔，不仅可以看到对面的百年小村落——
柏称，更能放眼平原和远山，一览美景。此外，枫树
头村还结合竹工艺建设文化礼堂，门楼、壁画、吊顶
均就地取材，用竹子制作雕刻。

为了让“竹文化”氛围更加浓郁，枫树头村还在
东阳首创了竹亭生态洗衣房。“第二期工程，我们将
引入包括数十个竹品种的观赏竹林和生态小溪，把
休闲公园打造得更加生态多元；占地400平方米的
竹文化展馆也将融展示与销售于一体；还有深加工
车间的设计，如同饭店的透明厨房，让来客买得放
心吃得放心；另外，我们还要发扬和传承本村的古
法竹编工艺，预计 3~5年能实现纯收益。”卢跃明
说。

章周宇

枫树头村围绕“竹文化”推动产业植入

把山当田种 把竹当菜栽

临近春节，连日来，开化农商银行定制了4万多幅春
联、7万余个福字，分别送给广大农户及城乡居民。

图为员工穿着红马甲为开化县小桥头村农户张贴春
联。 齐振松 程潜

春联送上门

春节临近，各色美食是人们必备的年货。各地
的山珍海味不仅妆点着我们年夜饭的餐桌，也犒赏
着我们的味蕾，但如何在大快朵颐的同时，避免“每
逢佳节胖三斤”的苦恼，让过年期间的饮食更健康，
也越来越受人关注。

按照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标准，人体每日均衡膳食的结构中，谷薯
类、蔬果类、肉禽蛋水产类、奶豆坚果类及油盐依次
递减，构成了人体均衡膳食的“营养宝塔”。

近日，农村淘宝发布天猫年货节大数据，数据
显示，农村消费者春节前在饮食领域的消费，正呈
现越来越均衡的趋势，村里人的过年饮食习惯，正
在悄然发生变化。

湘浙闽领衔健康饮食新风尚

年货节期间，农村淘宝覆盖全国29个省近700
个县3万乡村的消费数据显示，全国农村消费者在
谷薯、蔬果、水产和豆类方面的消费总额超过千万
元，其中超过 20个省份在上述四类食品的消费额
同比上涨。

其中，湖南省的消费额接近 150万元，成为春

节饮食“最健康”的省份；浙江、福建的消费额接近
100万元，排在二、三位；湖北与山东也排进了前五
名。

随着健康饮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地方的饮
食也在打破旧的习俗。在传统印象里，湖南人的饮
食习惯一向重口，无辣不欢，但今年却在蔬菜水果
上的消费超过其他省份；在谷薯类消费中，河南排
在第一，与人口大省又地处中原的农业大省身份十
分贴切；而沿海省份浙江则对豆类产品的热情最
高，火锅里的水产食材也成了浙江人的最爱。

“这些年几乎每个春节都要吃到胃难消化，不
光是没什么新意，身体也难受。”提起每年春节的
吃，80后邓梦婷一肚子的苦水。今年春节前，除了
以往常备的食材，邓梦婷特意网购了海参、墨鱼等
水产干货，计划在过年时多煲几次汤好好调理肠
胃。此外，她还准备了橙子、车厘子等水果，“过年
少点辣，多点水果，不光家里人吃，来了客人也好招
待。”

饮食习惯融合催生爆款年货

水产是过年必不可少的食材，相比常见的鱼

虾，今年年货节生长在渤海湾的辽宁海参，成了农
村消费市场的爆款，同比去年销量上涨了 64%，其
中隔海相望的山东人，成了这款海参最忠实的消费
者。

相比山东人爱海参，河南人却对海带情有独
钟，而广东人作为水产消费的传统大省，仍然是鲍
鱼、扇贝和牡蛎等海产的消费大户。不过相比这些
省份，福建人选海鲜的眼光更为独到，年货节期间，
阿根廷红虾就跨过半个地球，摆上了福建消费者的
餐桌。

随着人们日常对饮食的重视，春节期间消费者
对食材的追求更高，这也让众多海外美味成了春节
期间的必选。除了阿根廷红虾外，智利车厘子、越
南青芒、泰国榴莲也正成为国内消费者的必选，摆
上了春节期间的茶几和餐桌。

饮食习惯的变化，不仅是物质条件丰富带来的
饮食升级，也是信息时代普通人健康意识的觉醒，
即使地处大西北的青海，蔬果消费额同比去年也增
长了 8倍多，而盛产牛羊的内蒙古，今年在水产上
的开销也增长了近 5倍。食材的迁徙不仅是饮食
习惯的融合，也是普通人在春节对于饮食健康的追
求。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朝北

农村淘宝发布的年货节大数据显示，农村春节饮食消费升级——

阿根廷红虾智利车厘子登上年夜饭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