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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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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菜鸟无人机飞行编队，满载新鲜采摘下来
的茶叶，从狮峰山出发，穿过山谷，不到2分钟就抵达
西湖龙井狮峰山炒茶中心，随后被摊晒、炒制……

无人机两分钟搞定

一阵春雨，气温转暖，狮峰山茶树发出新芽，采
茶工到了最繁忙的时候。狮峰山采茶工林新告诉
记者，在采茶季节，他们一般是早上 6时多开始上
山，要采摘四个小时左右，将采摘的茶叶用竹篓或
者布袋盛装，再各自运下山。

“新采摘的茶叶最好能立即进行摊晒，如果长时
间积压在一起会影响茶叶品质。”当地茶农介绍说。

不过，采茶工以女性为主，她们攀爬狮峰山多
有不便，往返山路少则二十多分钟，一些陡峭之处，
翻山越岭过去，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保持茶叶鲜
活，采茶工大多上山采摘三四个小时后，就将茶叶

背下山，上下山数次，既辛苦又影响采茶效率。
今年采茶季，菜鸟无人机组成的飞行编队往返

于狮峰山与炒茶中心之间，将新采摘下的狮峰龙井
茶叶运输下山，随后再进行摊晒，炒制。

其中狮峰龙井第一采，也是由无人机运输下
山。“不到2分钟就送到了。”当地茶商表示，以前至
少需要两个多小时，这意味着，无人机的介入，头茶
至少提前两个小时上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狮峰龙井是“狮龙云虎梅”
五种龙井茶里的最高等级，价格贵如黄金，无人机
运输还降低了茶叶的损坏率。“这笔账算出来很
值。”当地茶商表示。

无人机跨山越海专“啃”硬骨头

公开信息显示，菜鸟ET物流实验室研发的无
人机，被用于仓库安防、快递末端场景的配送，早前

曾在福建进行过首次跨海飞行，完成了对沿海岛屿
居民的网购配送。

菜鸟ET物流实验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
少无人机在深山中飞行，跨海飞行，荒无人烟，并不
影响公共安全。但在狮峰山，当地为西湖龙井景
区，大量游人往来，对飞行安全要求更高。菜鸟使
用最新技术，全程后台监控与控制飞行动作，确保
了飞行安全。

菜鸟的此次飞行，与不少物流公司定位末端配
送不同，已经介入到商家的供应链体系。

菜鸟ET物流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零售
背后是一套新物流，菜鸟正在依托无人仓、无人车、
无人机等技术对包括商家、物流公司在内的物流全
链路进行优化，“我们的无人仓正在大规模建设中，
无人车则即将投入量产，无人机也飞行在各种物流
配送场景。”

本报记者林洁 通讯员蔡嬲

无人机运茶，头茶提前两小时上市

近日，台州市、温岭市两级农业和供销农
资部门，在箬横镇举行“送政策、送科技、送农
资、送信息、送服务”即“五送”服务上田头活
动，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向群众发放技术资
料、优质良种，向当地部分种粮大户、合作社
赠送配方肥料、新型农用机械等相关物资。

当天，农业和农资部门向种粮大户赠送
了2台自走式风送喷雾机、1台平地单轨式田
间运输机、5台微耕机、5台深松机、2000多公
斤的经济复合肥和精品有机肥，总价值50万
元。图为箬横镇种粮大户、兴箬园家庭农场
张才茂从“五送”服务活动现场高兴地推走一
台微耕机。

刘振清

“五送”服务上田头

3月25日，武义县在王宅镇陶宅村千亩油菜田设舞台
举办农耕文化节。

农耕文化节上，举行了“开秧门”祭祀仪式、农耕活动
体验、农耕用具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
示了王宅“田园美镇”的风情魅力。 张建成

田园舞台演绎农耕文化

衢州市柯城区姜家山村浙贝母种植基地内，一朵朵贝
母花近日竞相开放，而农家则忙着为浙贝母摘花打顶，也
就是采摘具有平喘抑咳功效的贝母花，以控制地上部分生
长，促进养分集中供应地下鳞茎，提高产量。

吴铁鸣 许奕

浙贝母摘花打顶

开化祥洪家庭农场去年从山东济宁引进了400只蓝胸
鹑，并采用人工孵化机器自繁自养，其蓝胸鹑生长好，发展
快。但业主钟祥洪还是犯愁了，愁的是当前养殖规模小，
产蛋量太少。原来，今春他赶到义乌联系销路，结果让他
望“市”兴叹！有位商家每天需要蓝胸鹑蛋7000多个，而钟
祥洪每月才产蛋6000多个，远远供不上。图为钟祥洪（左）
在介绍蓝胸鹑养殖情况。

齐振松郑晓东

蓝胸鹑蛋供不应求

三门县水利局、“五水”办、妇联、团县委日前联合举行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清河、净河、美河”集中月宣传
咨询系列活动。图为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有关
法律法规。

朱曙光朱芳芳

三门宣传“清河、净河、美河”

阳春三月，来到松阳的茶乡小镇，住进满眼绿
意的茶园小筑，吃着美味可口的茶餐，呼吸着茶园
清新的空气，感受着驰骋在茶海间的快意或漫步悠
闲，体验着采摘、制茶的乐趣，然后与三两好友品茗
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今的松阳，茶产业已逐渐由传统的一、二、三
产延伸拓展至茶休闲养生、茶文化旅游、茶叶精深
加工、茶机制造业等领域。近年来，一个个带着松
阳特色的“茶+N”故事在古邑茶乡精彩上演。

3月27日，第十一届中国茶商大会暨松阳银猴
茶叶节在松阳县开幕。在松阳的两天时间里，记者
感受到了浓浓的田园茶乡味道。

生态绿色的“茶+N”

80后叶洪清是新兴镇外石塘村人，他的“茶+物
联网”模式让消费者实现了“从茶杯到茶园”的无缝
对接。

2006年叶洪清承包下村里 150亩茶园，却抛荒
了3年改变土壤结构，等土壤检测合格后，他在这个
海拔 400米的茶园种下土茶，套种了香榧并放养了
鹊山鸡，利用香榧林遮阴、鹊山鸡捕虫施肥，只为打
造生态茶园种植有机茶。虽然连续亏损了几年，初
产时的有机茶价格也没有卖得比别人高，但叶洪清
却在亲人朋友的疑问声和反对声中，坚持了下来。

2014年有机茶的效益初显，当茶园加工的香茶
能比普通香茶高出一两倍价格的时候，叶洪清又开
始了新的“折腾”：先后投资 80余万元，在茶园里拉
起了网线，通过电脑视频实时监控种茶养鸡全过
程，之后又将数据并网到手机，随时随地监控茶园
生产管理情况，最后还通过手机监控、监测茶园情
况，实行远程遥控茶园管理……

今年 3月 10日凌晨 3时左右，叶洪清的手机忽
然收到茶园霜冻警报，躺在被窝的他动了动手指就
发出了喷水的应对措施，及时解除了冻害。除了防
霜冻外，缺水少肥，监控系统也会及时反馈，并根据
监测结果提出精准的措施方案，通过手机操作实
施。

茶园的物联网技术运用，让叶洪清的管理更加
科学便捷，同时也让消费者对其创办的绿茗峰茶叶
有限公司更加信任。20余家企业争着要成为叶洪
清这块生态优越，质量可控茶园的定制客户。今年
春茶刚上市，他家的有机茶还没开采，就已经被杭
州、太原、青岛等地的茶商以每公斤 2000元的高价
预定一空。

而在松阳最早尝试茶叶种植和生猪养殖上山，
在 350亩山坡地推行“茶+生猪养殖”种养一体化经
营的孟文化，也走出了生态立体种养之路。其规模
化种植、统防统治标准化管理、种植与养殖规模同
步、循环利用施用有机肥等措施，让基地茶叶品质
提升的同时，养殖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松阳在种植环节的“茶+N”尝试，以及全面推行

的茶叶统防统治、绿色防控措施，在源头上把控着
茶叶的品质，并于2016年成功创建全县域整建制绿
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有了好原料
才能生产好茶叶，近年来“松阳香茶”以“条紧、色
绿、香高、味爽”畅销全国 20多个省市，去年 6月在
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品牌农商发展大会”上获 2017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休闲养生的“茶+N”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茶产业、品尝茶叶
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与茶做着更加密切的对接。松
阳的茶人们也循着这不断改变的消费市场，探索着
与茶相通相融、和谐发展的一个个“茶+N”。

陆俊敏，原大学讲师，现松阳的新生代茶人。
他演绎的是一个“茶+生活态度”的故事。

2016年初，出于对家乡悠久的茶文化历史难以
割舍的情怀以及对有“丽水农师”名号的老父亲制
茶事业的传承责任，陆俊敏辞掉浙江大学的工作，
携妻带女回到松阳叶村乡伺弄起了茶叶。

当然，陆俊敏发展茶业的理念是独特的。他承
包的茶种在山上，品种是松阳的原种茶；加工的是
纯自然生长亩产仅为百来斤的鲜叶，并用从父辈传
承的工匠技术来制作；销售的时候，走的是会员定
制、小众化的模式，每位会员一年只供应10份“定制
茶礼”，每份茶礼的包装上都印有主人的篆刻章，里
面有关于茶品的毛笔书法简介。

物以稀为贵，虽然陆俊敏每年仅生产5000斤茶
叶，但是一年时间里他的顾客就遍及全国二十多个
城市，消费者大多是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其中
就有著名学者余秋雨。陆俊敏说：“我卖茶叶，其实
是传递一种生活态度，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理解。”

一同回乡的妻子浙江大学原讲师梅晓芬，建
了一间茶文化书院，向“茶三代”传授国学和茶文
化知识。夫妇俩还打算依托一片 300亩原种茶老
茶园，建一个以茶文化为主题，集茶叶采摘、制作、
体验为一体的茶文化旅游综合体，向更多的人传
播茶文化，传递他们热爱自然，如闲云野鹤般的生
活态度。

若说陆俊敏是将茶融入了生活，那么新兴镇的
孟小雪则将她坐落在茶海中的木山堂茶室，经营成
了可以品茗新品、体验制茶、学习茶道，还可以切磋
茶艺的好去处，实现着“让茶不仅仅是茶”的创业目
标；与云上平田民宿合作，建立了云缬坊的叶科，提
取了茶色素，染成布料，做成衣服、手帕、丝巾等文
创产品，书写了“茶+扎染”的创意故事……

与此同时，松阳在全县范围内推出了数条“茶+
古村落旅游”线路，将茶产业发展与探寻古村落文
化做了结合；倡导“茶+民宿”模式，鼓励开出了“小
茶姑娘”“茶田李下”等一批以茶为主题的乡村民
宿；积极举办全国摄影大赛、大学生写生大赛和全
省自行车公开赛等艺术创作和体育赛事活动，讲述

“茶+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的故事；推进了“茶+乡村
博物馆”项目，新建的茶叶博物馆，将松阳的茶之
史、茶之道、茶之俗和茶之业作了很好的阐述……

体现茶香久远、养生健体、文化体验、精神追求
的“茶+N”模式，契合了当前的发展需求，也是松阳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
一些有益实践。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和茶宿、茶
购、茶娱等业态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让农村一二三
产业之间紧密相连，进一步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
范围扩展和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新路子，松阳会坚
持走下去。

美味健康的“茶+N”

田园绿茶餐厅的陈金富就是较早将“茶+美食”
推向市场的人。餐厅推出的绿茶面条水饺、绿茶太
极羹、绿茶麻糍甜点等 20多道茶元素菜品，圈粉无
数。之后又推出了抹茶系列美食，吸引了不少粉
丝。餐厅首创的茶叶熏火腿，更是成为众多游客喜
欢的伴手礼。

此外，已成功开发生产的茶酒、茶叶香肠、茶叶
酱油肉、茶叶年糕等茶叶食品也相继推向市场，深
受消费者喜爱。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茶叶美食，松阳还有好几个
探索茶叶精深加工领域，依托现有茶资源，生产茶
提取物、茶天然色素添加剂，为茶饮品、茶食品和保
健品、化妆品生产企业提供配料的幕后精英。

生产速溶茶粉的范正荣成为诸多饮料企业的
供应商，2017年，他的振通宏茶业已经成长为超亿
元茶企；茗阳科技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合作推出
的茶味加分糖，让消费者随时随地加酚保健……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位生产抹茶的象溪镇茶人
叶伟明，在茶业摸爬滚打15年的他，无论种茶、制茶
还是卖茶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敏锐地捕捉市场
信息，走在了茶产业发展的前列。

2015年，叶伟明跟随县茶文化研究会到日本考
察茶产业时，在了解抹茶生产、市场情况后，当即果
断地与日本的抺茶生产设备供应商达成了合作意
向。2016年初就投资了 1300余元万从日本引进一
条先进的抹茶生产线，当年 5月成功生产出了达到
技术规范和品质要求的抹茶产品。

目前，叶伟明的神农农业已经与国内外多家食
品企业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市场需求，
2018年他还要再增加一条抹茶生产线，进一步扩大
生产规模。

围绕着“喝茶、饮（料）茶、吃茶、用茶、玩茶、事
茶”六茶共舞内容，松阳的茶人们立足于茶，又跨越
茶，在一二三产交融，跨界拓展上探索着一个个

“茶+N”模式，在政府的引领下，在做精茶叶、做强品
牌上，寻求着发展大茶业新业态，适应时代更加多
元的消费新需求。

本报记者 孙常云林洁 通讯员 孙志华

田园松阳的“茶+N”故事

农业部近日公布了 2017年度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聘任人员考评结果，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杭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吴江
再次被评为“优秀试验站站长”，这是葡萄产业技术
体系成立9年来吴江连续第九次获此殊荣。

近年来，针对浙江葡萄产业现有栽培品种与种
植模式费工，适宜葡萄管理的省工节本配套设备、
技术缺乏，劳动力老龄化等突出问题，吴江带领团
队及协作组成员开展了以管理省力、节本增效为主
导的葡萄省力化栽培技术和配套设备研究，育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工墨玉”（特早熟无核）、

“天工翡翠”（中熟无核）、“玉手指”（中熟冰糖奶油

香型）等葡萄新品种3个，引选出“寒香蜜”（早熟无
核）、“新雅”（晚熟）品种2个。研发的葡萄连栋大棚
电动卷膜机和轮圈式机械卷膜装置、简易连栋小环
棚棚膜机械式开闭装置、可伸缩手持电动葡萄打梢
机、果穗专用喷药装置和移动式多功能葡萄园物料
输送装置等设备获得专利授权 4项，实现了设施葡
萄管理的省力、省工与节本。

吴江团队研发的双天膜覆盖技术使浙江葡萄
主栽品种“藤稔”和“夏黑”5月底上市、“巨峰”6月中
旬上市，比普通大棚亩增收 2008.5元，增效 27.1%；
配套萌芽与花期阶段性加温，使得主栽品种“夏黑”

“藤稔”5月中旬上市，较普通大棚亩增收7762.3元，

增效 99.0%，还能避免极端低温冻害、早春低温，并
在采收期完全避开台风危害。葡萄园密植改稀植

“一”字型大冠整形，亩节省成本 1838.2元，架下广
阔空间还可间作春马铃薯、生姜、九头芥菜等增加
效益。

目前，吴江团队育成的葡萄新品种、新技术、新
设备已在台州、嘉兴、金华、宁波等浙江葡萄主产区
推广应用，并辐射江苏、上海、安徽、重庆、湖北、福
建、山东、云南等省外地区。近三年来，葡萄新品
种、新设备、省力节本与开源增效新技术推广应用
面积达 25.1万亩次，新增经济效益 6.65亿元，培训
1.2万人次。 魏灵珠

她连续九年被评为“优秀试验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