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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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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杭州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协办

科技金融助推创新创业

记者近日跟随杭州市科委主任阳作军一行来到
海拔900多米的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玉山村，位于该
村的临安梅大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山生态农场长
势喜人的生态有机小黄瓜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梅大姐告诉记者，平原地区小黄瓜市场价每公
斤不到20元，但这里的高山有机小黄瓜收购价就要
30元每公斤，到了菜场和超市的零售价超过40元每
公斤。上海、杭州等地很多客商来要货，供不应求。

据了解，梅大姐高山生态农场从2010 年开始与

杭州市农科院合作，主要进行蔬菜新品种的试种示
范及高山蔬菜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的示范。示范的茄
果类蔬菜新品种都是杭州市农科院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品种，主要有“杭茄 2010”“杭椒 12号”“杭椒早
秀”“杭杂102”“杭杂501”等，还有“胜栗2号”南瓜、
小米椒、黄辣椒、“钱江糯3号”玉米、“墨宝”青菜、羊
肚菌等由杭州市农科院引进筛选的蔬菜新品种。

通过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梅大姐高山生
态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30亩扩大到现在的
400多亩，并且拥有蔬菜大棚 2.4万平方米，合作社
吸引社员200多个，2017年实现创收近400万元，其
中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效益达162.1万元。

2016年，梅大姐高山生态农场被选为G20杭州
峰会食材总仓供应企业，杭州市农科院派蔬菜专家
吴根良蹲点指导蔬菜生产，严格按照峰会保障要

求，从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的管理和使用、蔬菜采
收和检测、蔬菜装车和运输等各个细节进行记录和
监管，保证蔬菜安全性问题，圆满地完成了 5365公
斤保供任务，是杭州市供应G20蔬菜品类最多的基
地，包括小尖椒、黄秋葵、黄瓜、水果黄瓜、大番茄、
樱桃番茄等。梅大姐高山生态农场被杭州市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杭州峰会食材供应企业”称
号。

2017年，杭州市农科院在梅大姐高山生态农场
召开了蔬菜新品种现场会，吸引了杭州市各区（县、
市）产业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前来取经，通过现场会形式，让基地示范作用辐
射到杭州地区，同时也带动了杭州周边区域的企
业、农户，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金乐平 通讯员 周瑾 石芳明

价格是市价两倍

这里的小黄瓜为何供不应求？

“浙江杨梅，品甲天下”。2018浙江“六月杨梅
红”系列活动暨中国·仙居杨梅节日前正式启动。

浙江是杨梅的原产地，栽培历史悠久，品种技术
领先，产业优势突出，面积、产量、产值稳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浙江形成了台州、宁波、温州三大杨梅
产区。杨梅在浙江山区农业发展中显示了良好的
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全省现有杨梅栽培面积
136万亩，据最近生产部门调查，由于东魁杨梅等花
期受异常气候的影响，今年全省杨梅产量比上年略
减，预计为60万吨，产值超过45亿元。

除了促成栽培杨梅在5月下旬应市外，由于气候
原因，今年浙江杨梅成熟期比常年提早一周左右，丁
岙梅和荸荠种杨梅开采期在6月初，宁波荸荠种杨梅
采收旺季为6月15~25日；东魁杨梅开采期预计在6
月15日，台州东魁杨梅上市集中期在6月20~25日；
舟山晚稻杨梅将在6月20日后成熟上市。

近年来，浙江各地杨梅产区大力推广避雨栽

培、疏花疏果、整形修剪、科学施肥等优质标准化生
产技术，加上今年杨梅挂果量中等偏少，果实生长
正常，杨梅品质将好于往年。针对杨梅的杨梅质量
安全监测和监管工作，浙江省农业厅也一直高度重
视，杨梅全产业链安全风险管控一品一策技术推广
面积已达 110万亩，近期省农业厅还委托浙江省农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全省杨梅主产区开
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监测，抽检杨梅产品 60批次，
合格率100%。

“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是展示宣传浙江杨梅
产业发展成果、促进杨梅品牌营销、推进农旅融合
的一项重要举措。2018浙江“六月杨梅红”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后，全省各地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杨梅节
庆和采摘游活动，多渠道、多形式推动杨梅鲜果采
摘和销售，促进梅农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陈路

“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开始啦

在建德市寿昌镇有萍家庭农场鲜食玉米
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甘有文近日组织村民
采收成熟的鲜食玉米。今年，农场选育“浙甜
11号”“金玉甜2号”等良种，采用穴盘育苗、
三叶一心移栽及合理定量施肥等新技术，喜
获丰收，亩产量达1000多公斤。

通过微信朋友圈、电商平台及订单业务
等渠道，该基地每天均有2000多个鲜食玉米
销往杭州、金华、温州及本地市场和超市，每
个可卖5元。 宁文武

鲜食玉米 五元一个

随着夏季来临，暴雨、台风将频繁出现，容易对
农作物造成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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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提醒
广大葡农，要及时加固葡萄大棚设施，开通排水系
统，尽量避免台风灾害损失。

据浙江省气象局分析预计，2018年浙江气候年
景偏差，气象灾害偏重，台风影响将重于去年，可能
有3~5个台风影响浙江。其中可能有1~2个登陆或
严重影响，梅汛期强降雨维持时间和覆盖范围大于

去年，局地强对流灾害和强降雨引发气象风险较
高。

“在3月和5月的雷雨大风天气中，浙江各地设
施葡萄受损严重。浦江葡萄受风灾8900多亩、嘉兴
100多亩。”吴江分析说，主要原因是棚用钢材粗细、
厚度不达标，水泥立柱内钢筋粗细不达到，造成钢
管弯曲、大棚倒塌或倾斜。“一些葡农思想上还不够
重视，搭大棚时偷工减料，缺横梁或顶支撑，设施结
构的改变导致大棚抵抗大风、暴雨等气象灾害能力

减弱，容易受损。”吴江建议，各地葡农在台风来前
要修缮加固大棚设施，压膜带固定在拱杆上，压膜
线固定在地桩上，水泥立柱10年左右的柱内钢筋不
足4毫米的，周边重立柱，锚石现浇注。土壤酸性严
重或酸雨下得多的地方密切注意入地钢管和棚项
钢管是否生锈腐烂，腐烂的及时更新。另外，因为
台风往往会带来强降雨，所以还要开通排水沟，注
意防范河水倒灌，配备好抽水泵应急设备等。

本报记者 江英华

应对台风要加固葡萄大棚设施

“这瓶子里的水，是刚刚从田里排出来的。”站
在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路南村的示范田边，农民
韩秋华手捏一瓶清澈的“矿泉水”说：“底下 1米左
右，有 8条排水沟，拉开出水闸门，土壤中的水一点
点渗漏下去。”韩秋华一边演示，一边自豪地介绍，
这些污水经过四层过滤，吸附大部分化肥农药残渣
残留，最后通过暗管排到鉴湖江里。

这就是农田暗沟滤排水减污增效综合技术，今
年初被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列入《2018年度水利先
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名录》。这项得到中科院
专家一致好评的技术，却是出自一个地道的年近七
旬的农民之手。

“我从十三四岁开始跟土地打交道，悟出浇灌技
术就是农作物生产的关键技术。”1972年，时任生产
队长的韩秋华发现有些地势低洼的农田离水源较
远，很容易受到渍害导致低产，再加上不合理的灌
溉，含有化肥的污水带来面源污染，继而影响水质。

经过无数次田间地头的试验，五年后，韩秋华
终于研发出“初生代”农田水稻丰产永久性排水沟
系列技术。“效果超出预期，滤排出的水非常清澈，
最重要的是农民们增收了四成，把大家开心坏了。”
韩秋华回忆道。

从“初生代”到“最新代”，41年来，韩秋华对技
术进行了十余次“更新换代”，从早先用泥土堆勉强

糊住的沟渠口，到现在用 PVC、不锈管拉闸做成的
暗沟排水口，耗费了韩秋华半辈子的精力。“光是拉
闸口的组合面板，就反反复复做了二十次试验。”韩
秋华说，“原先农田每隔两米就要挖一道沟渠，现在
40米的农田只需做一条渠沟，土地使用率提高了两
成。”韩秋华颇为得意地拿手比划了一下。

“这项技术能有效调节农田表层及潜层土壤水
位，让农作物扎根更深，在增收的同时又能过滤生
产污水，提高农田使用率，是农业机械化的一种新
尝试。”据柯桥区水电局总工程师来移年介绍，去年
有关部门便将这份“农民的智慧”推荐给浙江省水
利厅，得到了评审会的一致好评。 钟伟 郦曼丽

柯桥农田暗沟滤排水减污更增效

虽然东海已经进入伏季休渔，但近期温岭当地的
菜市场、海鲜楼均发现有海鲜销售。近日，温岭市松
门镇联合海洋渔业、市场监管、派出所、水产品批发市
场等单位开展了“猎狐收网行动”，严查非法海鲜交易。

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
的水产品批发市场，进入禁渔期后，当地群众反映
市场周边时常有海鲜交易，经过前期的摸排，市场
人员发现交易时间基本上在凌晨的 1时至 3时，而
且现在的交易更具隐蔽性、短暂性。

“我们发觉一辆白色商务车比较可疑，1时进入
市场，并且在2时左右离开，离开后在市场外进行了
渔获的交易，根据目测估计车内有小黄鱼 1000多

斤。另外，在物流中心一摊位，我们也发现了疑似
冰鲜鲳鱼在交易，所以，我们觉得这两天估计还会
有冰鲜渔获物在我们市场周边进行交易。”温岭市
市场集团党委委员陈祥勇介绍说。

果不其然，当天凌晨 1时 30分许，执法人员发
现一辆小货车从西门进入，驶往北门方向。获得这
一重要线索后，各组从四面进行包抄，在一冷藏库
房前，他们发现了两辆小货车，有六七个人正在现
场交易，并且在小货车里还发现了数十个泡沫箱。

打开泡沫箱一看，里面全部都是冰鲜的非法渔
获，有鳓鱼、小黄鱼、梅童鱼、鲳鱼、马鲛鱼、龙头鱼等
等，而且在多个泡沫箱的上面，均写有“苍南”字样的红

字。当即，检查人员对这些非法渔获物进行了过称。
“鲜面皮 260斤、鳓鱼 140斤、小黄鱼 150斤、梅

童鱼 210斤、鲳鱼 230斤……两车累计查扣非法渔
获物 1736斤。”工作人员对所有查扣的渔获物进行
了过称，并进行了拍照登记。

与此同时，当地派出所还对小货车驾驶员、现
场交易人员共六人进行了传唤，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步的审查中。

据介绍，为巩固“一打三整治”成效，禁渔期间，
该镇还将联合各协同作战单位，海陆港联动严查严
处偷捕偷售加工行为，做到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
绝不手软。 江文辉

温岭查获非法渔获1700多斤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柯岩宇成现代农业园占地2000平
方米的玻璃花房内，挂满了从日本引进的凤仙花，造型美
丽，色彩娇艳。据了解，该玻璃花房投资2000万元，采用先
进的喷淋、浇灌系统自动为花浇水，由于凤仙花对温度要
求较高，室内还配备中央空调，及时调节室温。玻璃花房
计划于今年10月对外开放。 钟伟 沈潇

空调花房

在建德市航头镇航景村的设施大棚里，种植大户余志
军与镇农技人员近日正在查看采用立体栽培管理技术，培
育出的一个个色泽鲜艳、形象美观的南瓜、西瓜、葫芦等新
品种瓜果蔬菜。今年以来，余志军引进新品种、新设施，通
过立体栽培，发展现代农业，取得不错收益。 宁文武

立体栽培

渭宏家庭农场养鸭场地处开化县芹阳办事处岔里村
下游 1 公里外的龙亭坞，在当地信用社贷款 25 万元支持
下，业主汪渭宏流转荒芜土地3500平方米，将小水塘扩大
到1200多平方米，同时建起鸭棚850平方米。汪渭宏说，
2017年，农场共有40000余只土鸭、80000斤鸭蛋在衢州市
销售一空，销售额达200万元。 齐振松 张富汉

土鸭俏销

武义县农机综合服务中心近日在该县王宅镇挂牌成
立，并于当天上门为种粮大户服务。

武义县目前拥有插秧机、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械近千
台，但大多“单打独斗”农机使用时间短、效益低。新成立
的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将全县农机登记在册，统一维修保
养和派工，并以网络为依托建立全县农时服务需求信息，
适时为农户提供机耕、育秧、机插、植保、烘干等系列服务。

张建成

农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