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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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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小麦已进入扬花期，正是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蚜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但与往
年不同，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的种田“老把式”们在
麦田管理中却轻松了许多。

在院桥镇前宅村粮食功能区内，种粮大户郑永
正种植的 200多亩绿油油的麦田上空，只见一架植
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往返于麦田上空，
不停地在小麦植株上洒下一条条细细的白雾，仅用
3个小时，面积200多亩的麦田就喷洒完毕了。

据了解，郑永正是院桥种粮大户，年种粮面积在
750多亩，其中今年种植小麦有200多亩，特别是每
年一到打药的时候，人难找，工钱高最让他头疼。据
他介绍，农田病虫害有时来势非常凶猛，人工喷洒农
药效率不高，大面积灾害来时根本来不及。单纯靠
人工喷洒农药，不但不经济，还容易让人中毒。从效
益上算，用人工喷洒，一个人一小时最多喷洒2亩地，
效率低，且工钱又高，而用一架植保无人机，一个小
时就能喷洒60多亩，使用无人机不仅提高了作业效

率，还可以实现农药减量控害。
而如今郑永正不用发愁了，他站在小麦地旁，

看着操作人员操控着无人机轰轰地掠过麦田。今
年他首次把打药的活交给了无人机，几分钟能作业
一亩地，让他彻底轻松了。

郑永正乐呵呵地说：“用无人机打药，速度快、
均匀、省时省力节本，效果好。”

金曼春

院桥种粮大户治虫用上无人机

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许明笙
和妻子朱悦近日在义务指导村里的孩子学习
泥塑技艺。

3年前，两人在中国美院分别就读于雕塑
专业和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毕业后，他俩放
弃高薪的城市生活，毅然选择回到偏僻山村，
接过父辈手中的泥塑手艺。尽管工作时间仅
3年，接受过美院专业教育的他们，却早已能
够独立上手。

为传承泥塑技艺，去年9月，许明笙夫妻
俩在家中专门开设了“泥塑技艺传承基地”，
并利用业余时间为 30 多名山村孩子免费授
课。 邓德华

免费传授泥塑技艺

武义县近日公开集中销毁一批电猫、铁夹、捕鸟网等
禁猎工具及从违法分子手中缴获的鸟笼等。

当天集中销毁的有铁夹1300多只，电猫20多只，捕鸟
网、鸟笼10多套。 曹良俊 谢英龙

武义销毁千余禁猎工具

在建德市三都镇春江源村橘园里，当地的乡村“农秀
才”朱荣弟日前为果农现场操作与讲解抹梢、整枝、防病治
虫等蜜橘春季关键技术培育管理的知识，确保果树保花保
果正常生长。

近年来，该镇大力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农
秀才”，带动了近5000多农户发展香榧、柑橘、西红花、黄
桃、翠冠梨等特色种植业。 宁文武

乡村“农秀才”橘园传科技

4月20日是谷雨，位于宁波市横溪镇的鄞州柯
青家庭农场的茶园暂停采摘春茶。茶园负责人俞
柯青说，不是没有可采摘的茶叶，而是缺少采茶工。

部分春茶缺人采摘

横溪镇茶农陈锡祥承包了160亩茶园。今年春
茶开摘时只有 18名采茶工，虽然比去年增加了 2
名，但是茶园面积比去年增加了30亩。“虽然我想了
很多办法，去联系安徽、江苏等地的劳务中介，但是
采茶工还是达不到要求。”

他感叹，招采茶工是一年不如一年。陈锡祥承
包茶园已有7年了，刚开始的那几年，每年春茶开摘
前，会有中介主动联系他，询问是否需要采茶工。
但从前年开始，采茶工变得越来越紧张。

“今年的明前茶只出售了150公斤，如果采茶工
充足，从理论上来说能达到250公斤以上，至少能增
加七八万元的收入。”他说。

无独有偶，俞柯青的240亩茶园，由于采茶工不
足，明前茶只采摘了1500公斤，他表示，从今年的气
候来看原先预估产量会有2500公斤，损失也不小。

“3月中旬，正值春茶采摘期。那几天气温升
高，芽头就长得快，招不到足够的采茶工，就两三天
时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嫩茶叶变老茶叶，最后成
了没有价值的大叶子。而且，春茶价格也是一天不
如一天。”陈锡祥很无奈地说。

该镇其他几位茶农也遇到了类似现象。
“每年 3月开始就是采茶旺季，采茶工短缺的

现象其实一直存在，但今年更加明显。而且老龄
化现象也愈发严重。”鄞州区林技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

多重因素叠加致采茶工短缺

那么，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采茶工短缺现象更
加明显呢？

首先，与今年的气候有很大关系。“从 3月下旬
开始温度就剧升，茶树迅速冒芽，没有缓冲期，各地
采茶期相对比较集中。”该负责人说，在并不算长的
采摘时间里，很多茶园原本预留的采摘人力跟不上
茶树冒芽的速度，而且茶农大多是跟中介机构事先
商量好人数的，临时招采茶工很困难，也难招到熟
练工。

“我们茶园就是这样，事先准备不足。”俞柯青说，
有些采茶工是临时招揽的。“采茶是一份技术活，采茶工
的熟练程度以及手法直接关系到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其次，随着城镇化发展，人们的就业渠道也增
多了。以往湖南、安徽等中西部输出采茶工的地
方，如今经济也发展了，有些地方自己新开设了茶
园，当地人在家门口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自然不
用背井离乡。

再次，采茶工出现了“青黄不接”。原先一代的
采茶工变老了，年轻一代却没有接上。陈锡祥说，
摘茶叶不仅是技术活，还是体力活。一天到晚站着
劳作，采茶劳动强度大。

俞柯青表示，今年他们那里的采茶工，基本上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如果过几年，他们的身体吃不
消了，真不知让谁去摘茶叶。”

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采茶工，往往需要经过几
年锻炼，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吃苦，与其选择采茶，
不如选择更为舒服和轻松的工厂上班。

此外，采茶工收入也并非特别高。据调查，目

前，采茶工每天平均收入200元左右，也缺乏吸引力。

多管齐下方可破解

那么，如何破解采茶工短缺现象？业内人士认
为还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要有长期合作意识。这也是对于茶农而
言最为关键的。目前，不少茶园与劳务中介只有口
头约定，有时会造成无法履约。陈锡祥表示，他准
备与中介机构签订长期劳务合同，在采摘时间、人
员素质、待遇等方面进行明确约定。“采茶工最好也
是稳定的熟练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对茶园来
说可以提高品质，提升产量，对采茶工来说，摸清茶
叶的‘脾气’，则可以增加收入。”

其次，实施分批采摘。对于春茶采摘来说，“时
间就是金钱”。茶农除了从“人”的因素上想办法
外，不妨在茶园上动脑筋，是否可用“分品种栽种”
的方式，用时间差来缓解人工短缺。上述负责人建
议，茶农可以尝试改良种植品种，根据茶类生产和
设备规模合理配置早、中、晚生品种,这样延长采摘
期后就能有个时间差，合理调配采茶人手，缓解同
一时间采茶工紧缺的问题，或许能避免不少损失。
当前，鄞州已有一部分茶园试行这样的方式，高标
准培育和管理茶园。

再次，树立品牌意识。今年，陈锡祥的 30 亩
茶叶新品种“黄金芽”刚投产，春茶刚采摘时每公
斤售价在 5000~7000元，而传统的龙井茶，即使是
明前茶，每公斤最高也只有 2000多元。“‘黄金芽’
附加值更高，今后如果价格卖得高，我宁愿多出
一点采茶成本。”今年下半年，他准备再种 30 亩

“黄金芽”。 张文胜

鄞州部分茶园春茶“待字闺中”无人采摘损失不小

破解采茶工短缺路在何方？

连日来，天台县平桥镇乌石下村，许多自驾游
爱好者利用周末闲暇，远道赶来赏花，一株有2米来
高的“映山红王”，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在乌石下村的后山上，有一个种植了10多年的
映山红苗圃，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的映山红盆栽和
幼苗源源不断。近年来，村民们纷纷种植映山红用
来美化自家庭院，慢慢地映山红被村民们当成了

“村花”。但在天台这个“花经济”发达的山区县，这
一独特的资源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就连当地人
也知之不多。

作为该县第一批新农村改造试点村，乌石下村
已然跻身“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行列。村内联排
的农房整齐有序，村内绿化赏心悦目，加之村道旁、
民房前、公园内怒放的各种色彩的映山红，一股清

新的乡村田园风扑面而来。
要不要搭乘当下轰轰烈烈开展的全域大花园建

设“快车”，将乌石下村的映山红特色凸显出来，为村
庄发展赢来先机？环境改善后，村民们思考得最多
的是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今年初，村里将这个题目
交给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经过反复酝酿、磋商，村民
代表全票通过打造“映山红”主题村庄的计划。

计划一确定，全村上下立即就围绕主题忙活起
来。该村负责人王继来介绍道，乌石下村的土地适
合种植映山红，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已经种
下了6000多株映山红，村容村貌大为改观。为满足
游客欣赏需要，该村还收集了景观映山红800多盆，
其中有“菊姬”“煌阳”等60多个名贵品种。

4月14日，乌石下村举办了首届天台山映山红

文化节。当天有近万人涌入村里赏花，原本是试探
着聚聚人气，没想到市场反响如此热烈，村民们因
而确信这是一条致富路，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坚定。

目前，村里已经流转了 110亩土地，将通过“公
司+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发展映山红特色产业和
乡村旅游业。在王继来看来，村里可以借此壮大村
集体经济，村民可用资金或土地等方式参股，从中
获得更多的收益。

在感受到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决心后，村民王
继森不失时机地投入农家乐建设。农历三月花季
一到，全村第一户农家乐开张了。枝头花闹，游客
火爆。看到王继森吃上了“旅游饭”，乌石下村新一
波的发展热潮迅速激荡开来。

杨德华 陈缅徐平

映山红主题村庄 枝头花闹 游客火爆

乌石下村映山红今年红得发紫

“茶韵台州，鲜甜三门”。近日，由三门县政府、
台州市农业局、台州市茶文化促进会和台州市茶叶
产业协会联合主办的2018台州市暨三门县“全民饮
茶日”活动在三门县城蟠龙公园广场举行。

台州是浙江绿茶的发源地之一，早在东汉时期
便有植茶记载，素有“江南茶祖、日韩茶源”之美誉。
近年来，台州市通过开展茶产业提升和茶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产业层次得到有效提升。全市现有茶园
近20万多亩，茶叶产量5000多吨，产值近7亿元，拥
有省级示范茶厂7家、省级标准化名茶厂8家。茶叶

品牌建设成果斐然，既有“天台山云雾茶”“羊岩勾
青”“仙居碧绿”“临海蟠毫”等知名品牌，也有“三门
绿毫”“香山早”“玉环火山茶”等新兴品牌，多个茶叶
品牌荣获国家、省茶（农）博会金奖。目前，茶业已成
为台州市山区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全民饮茶日”活动在 2006年由中国茶叶学会
等八家在杭的国字号茶叶机构发起，是一项全国
性、普及性、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举办时间定在每年
谷雨前后，对普及茶知识、传播茶科技、弘扬茶文化
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台州市已

成功举办了五届“全民饮茶日”活动，受到广泛好
评。此外，近年来台州市还先后举办了中国葛玄茶
文化博览会、台州高山绿茶文化节、茶楼茶馆星级
评定等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宣传和推介效果。

此次活动有来自台州市44家茶企、茶楼和特色
农产品企业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了茶文化科普知
识展板，举行了手工炒茶演示、茶谜有奖竞猜、茶文
化书画作品展及茶席展等活动，进一步展现茶的优
雅和魅力，让“茶为国饮、健康生活”的理念深入人
心。 朱小兵 朱曙光鲍雯霞

台州“全民饮茶日”活动在三门举行
在当地信用社贷款45万元支持下，开化德佳家庭农场

的清水鱼养殖基地实现拥有养殖面积3500平方米，大小鱼
池12个，业主邹利俊介绍，这里山高水冷，清水鱼长得比较
慢，去年已销15000多公斤，每公斤达10元，供不应求。

齐振松 江飞

高山清水鱼畅销

晨曦中，武义县履坦镇履三村老渔民们近日撑着竹筏
在武义江撒网打鱼。

原先难觅鱼虾踪影的武义江，通过水环境整治和生态
修复，昔日浑浊的水体重现洁净，江中鱼类物种迅速回
升。久居江边的履三村老渔民们又重操旧业，下水撒网打
鱼。 张建成

又见江中撒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