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7月17日科技金融时报 【农业】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伟民李伟民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冯敏洁冯敏洁 电话电话::05710571--2897894128978941 E-mail:kjjrsbwm@vip.E-mail:kjjrsbwm@vip.163163.com.com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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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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晚上，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荷塘
村的数百亩荷塘里，灯光璀璨，灯光下盛
开的荷花摇曳多姿，一群群市民在此赏花
纳凉。而同时进行的荷塘乡村音乐节、

“柯城民宿美食大赛”和“美食露营节”等
一系列活动，更是人气爆棚。荷塘村农家
正用优良的生态环境，实现农民在家卖风
景。 吴铁鸣

荷塘灯光秀
农家卖风景

温岭市松门镇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头戴草帽的10多名
渔民正在修补渔网。

从5月1日开始，黄渤海进入长达四个月的伏季休渔
期。离船上岸的渔民一面维修船舶设备，学习海上安全生
产知识和捕捞技能，一面忙着修补破损渔网、整理渔具，为
下一个生产季做好物资准备。 刘振清

修补渔网

这些天，漫步在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尉相村的
通村公路上，沿着缓缓流淌的小舜江北溪，两边是
茂盛的桑林，别有一番田园风光。“植桑养蚕的年代
虽然过去了，但遗留的桑林却成了风景。”村民尉荣
堂感慨地说。

上世纪 80年代，尉相村是远近闻名的桑蚕之
乡。“桑林就是我们的‘摇钱树’。”村党支部书记尉
嗣兴说，10年前，随着青壮劳动力的外流，养蚕业逐
渐没落，蚕户骤减至个位数，桑蚕对强村富民作用
甚微。镇村曾多处“问路”，却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一直没能让桑林变废为宝。
尉相村的“出路”在何方？最终有了正确的答案。

“你看，这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覆盆子，鲜果酿
酒、干果入药，收成不错。”在尉国标承包的种植基地
里，他指着近百亩覆盆子介绍，两年前，他以每亩600
元的租金，从农户手中承包了150亩荒地，砍掉老桑
树，改种覆盆子和白芨等，还招收了20余名劳动力。

尉国标算了一笔账，一个劳动力可养1张蚕，1年3
季只能赚1万多元。“覆盆子更‘值钱’，每亩可以收鲜果
100公斤左右，按晒干后每公斤160元计算，去年一亩的
果子就卖了1.5万元，还可以酿成1800元一瓶的果酒，
整体收入比种桑树可观多了。”尉国标说，他还对果子进
行深加工，覆盆子茶和冰淇淋的人气也一路高涨。

除了果树基地，尉相村还搞起了“试验田”。村

民尉祝平在上海做 IT行业，却一直心系家乡。从
2012年开始，他陆续从全国各地引进不同品种的果
树为家乡投“果”问路。“开垦了20多亩荒地，试种了
上海黄桃、红心猕猴桃、日本橘和樱桃。”尉祝平说，
经过几年的“试验”，发现上海黄桃是“潜力果”，可
供全村推广，“去年3亩产量5000多公斤，每公斤卖
到12元，都被抢购一空。因为尉相村温差大又是山
地地形，产出的水果口感更好。”

“我的计划是确立好‘村树’，流转土地连片种
植黄桃，统一包装、品牌和价格，借助电商销售，再
配套民宿开发，形成采摘、餐饮、游玩一条龙服务。”
尉祝平满怀信心地说。 钟伟 郦曼丽

尉相村投果问路破解桑蚕之困

近日，中国海监7016执法船从舟山市定海区航
标码头驶出，进入定海区岑港西北海域至五峙山列
岛一带海域开展执法工作。这是定海区农林与海
洋渔业局和定海区人民检察院共同设立“海上执法
工作室”后进行的首次巡察，它也是全省首个海上
执法工作室。

五峙山列岛是全国三大鸟类保护区之一，也是
浙江省唯一的省级海洋鸟类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中
国重要鸟区名单。“每年四五月份，正是候鸟来此栖
息、产卵的时节，而此时附近渔场已进入休渔期，但

仍有人在五峙山附近的灰鳖洋海域进行非法捕
捞。”定海区海洋与渔业执法中队负责人表示，五峙
山列岛处在舟山至宁波的必经海域，很多小型渔船
经过时，船员会登岛捡拾鸟蛋、贝类，破坏海洋生态
环境，对鸟类的生存形成威胁。

据了解，作为开展“护海、护渔、护岛”专项工作
的平台，工作室主要以查处海洋工程违法建设、海
洋垃圾倾倒、破坏渔业（岛礁）资源、非法捕捞四大
类违法行为为重点，加强“海洋污染生态修复”“增
殖放流”等的监督，促进舟山渔场生态修复振兴。

双方还建立了海上办案协作机制。在查处过程
中，双方利用工作室便利快捷的条件，就海洋执法专
项活动、涉海类公益诉讼、海上渔事和海事纠纷处置
等相关工作，强化相互配合协作，加大执法力度。试
行“1+1+N”海上矛盾第三方介入共同化解机制，畅通
海洋污染、非法捕捞等民事公益诉讼快速对接移送
通道。渔业部门在开展海上行政违法案件查处、海
上安全救援等重大活动时，可商请检察机关派员参
与，寻求法律咨询服务或必要的司法协助。

黄银凤 葛琳璐

舟山设立浙江首个海上执法工作室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习了现代农业
经营管理的技能，也了解了很多最新的农业信息和
资讯，更认识了很多同样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管理和
研究的老师同学，这笔珍贵的财富对于我们今后地
从事现代林业经营工作，一定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
用。”“感谢省农业厅和浙江农林大学提供的宝贵学
习机会，在大学里的学习不仅让我提升个人从事农
业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也开阔了眼界，积累了
很多科技成果和优秀老师等资源。我们以后一定
能更好地从事现代农业业经营工作，争取带领周围
乡亲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去。”

7月 6日，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的浙江省 2018
届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班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优秀学员代表严展辉、雷振等先后发言。
他们在感谢学校和老师的培养、祝福同学们再创辉
煌的同时，分别谈到学校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
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为他们提供了先进的合作
社管理理念，让他们对今后发展合作社事业开拓了
思路、增添了信心。

据介绍，从 2010年开始，浙江省农业厅和浙江
农林大学联合开办了“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

班”，旨在更好地培养农村现在领军人物，服务现代
农业发展，进一步探索“政校”联手、加快培养现代
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的浙江模式。在全省各地农业
部门推荐的基础上，8年来，每年都有一大批来自浙
江各地的农村合作社社长以及农业骨干，通过参加
全国成人高考并进行单独划线选拔，成为了“现代
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的学员。

在浙江农林大学学习期间，具有高中文凭的学
员被录取为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生，具有大专文凭
的学员录取为经济学专业的专升本学生。他们在
两年多的学习期间里，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全额资
助。浙江农林大学通过采用自学与面授教育、课堂
授课与实训、基础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学习方
式，对所有学员进行一年半的理论教学和 1年的专
题研讨和现场实践。

目前，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培养的农业领军已达
400多人，他们通过在浙江农林大学免费学习，分别
获得了大专、本科学历证书，回到农村创业就业，在
农林实践领域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大部分都成为
现代农业经营的引领者、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带头者，
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奉献者、新型职业农民的

领军者。学员们普遍认为，提升班办学方向明、培养
方法新、实际效果好，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授课形
式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自己感觉很有收获。

“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教学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对自己提升水平和能力效果明显。”浙江
省首届“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学员、温岭
市若果高橙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云岳说，“不仅学到
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知识，掌握了很多实用技能，也转
变了观念、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沟通了信息，更
认识了很多老师同学，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是负责现代农业经
营领军人才培养的单位，学院院长哀建国表示，现
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班致力于提升我省现代农业
经营主体的知识学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和科技文
化素质，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我省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源源不断地输送重要
领军人才。他希望，毕业学员能更好的带头创新创
业，把各自事业做的更好、更大、更强，真正成为现
代农业经营的引领者、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带头者，
要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奉献者、新型职业农民的
领军者。 陈胜伟

政校联手培养乡村振兴战略领军人才

400农业经营人才有能力更有学历

最近，笔者从浙江省柑橘研究所获悉，今年
该所新培育的永冠杨梅平均单果重 31.2克，比普
通东魁杨梅重 70%以上，为世界最大杨梅品种。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黄岩培育的东魁杨梅因果
大味甜，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永冠杨梅是东魁

杨梅的突变体，它的染色体是四倍体，普通杨梅是二
倍体。十年前，项目负责人陈方永博士在试验园中发
现在东魁杨梅营养系单株中有一大叶大果的并常枝
条。此后对该异常植株进行定位定时观察，发现它的
变异形态稳定，然后进行枝条嫁接多点试验。接着进

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系统分析，断定它是东魁杨
梅的突变体，并将其品种命名为“永冠”。

今年初，永冠杨梅得到农业部国家植物新品种
权，这是我国杨梅实施品种权制度以来第一个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证书的杨梅品种。 郑俊木

浙江培育出最大杨梅新品种

近年来，武义县围绕全域旅游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依托
当地特色产业，打造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农事体验为特
色的休闲观光农业，并探索节庆活动前移到基地，让产销直
接见面，游客现场体验。大田乡通过连续四年在基地举办
蓝莓节，叫响品牌、打开市场，仅蓝莓一项果农年增收就达
2500多万元。图为游客在大田乡徐村采摘蓝莓。 张建成

休闲观光

近年来，建德市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新型“草
莓+西瓜”种植模式，在草莓采收之后，经过消毒耕作，种植
西瓜等轮作经济作物，既可整合闲置土地综合资源利用，
又通过轮作经济作物增加经济效益，全年两项合计亩收入
可达3万元左右。 宁文武

草莓+西瓜

伯乐树被誉为“植物中的龙凤”，是我国特有树种、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落叶乔木，又名钟萼木或山桃花，为罂粟
目。去年10月中旬，江山市林业部门首次开展播种育苗
试验。经过林业科技人员的精心培育管理，近日繁育喜获
成功，200多棵幼苗在苗圃田里青翠碧绿，茁壮成长，目前
苗木平均高达30厘米，根径0.4厘米。图为科技人员在检
查伯乐树幼苗生长发育情况。 祝日耀 王惠

伯乐树育苗

“我在这里卖花已经有 10多年时间了，我靠卖
盆栽植物发家致富，在呈贡买了房成了家。”在斗南
花卉交易中心，记者浓郁的浙江口音引起了花老板
章刚良的注意。

章刚良说，他是浙江上虞人，18岁来到呈贡创
业，今年30岁的他已拥有自己的3个鲜切花大棚和
2个摊位，年收入很可观。

7月13日，2018“高铁经济看呈贡”全国主流媒
体记者走进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花卉小镇采
访，切身感受到了欣欣向荣的花卉产业交易景象。

鲜花让世界认识了斗南，认识了昆明。作为国
内鲜切花交易的龙头，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
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全国每10支鲜切
花就有7支来自这里。相关专家表示，斗南鲜切花交
易中心是中国花卉的“市场风向标”和“价格晴雨
表”。

“不断增长的背后，实际上是消费者对花卉消
费观念的改变。以往鲜花消费主要是应用在婚庆

等场所，但现在老百姓的花卉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已
成为追求品质的需求，市场已经变成一个刚需的市
场。”斗南花卉产业集团总裁助理毛海鹏如是说，

“斗南花卉交易中心淡季每天交易额在1700万元左
右，旺季每天交易额在 2500万元左右，98%的市场
份额是批发实现。”

“我们家种的康乃馨等鲜花，都是成批量发往
全国各地，这几年浙江市场的鲜花需求量大，我们
每天都有发到杭州的鲜花空运。”章刚良说。

据介绍，云南是我国最大的花卉生产区，2017
年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达156.2万亩，总产值503.2
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 33.37%。如今，昆明依托斗
南鲜切花蜚声海外的名头打出了“世界春城花都”
的口号，“斗南花卉”俨然已成为昆明的一张名片。

目前，斗南花卉小镇聚集了以昆明斗南国际花
卉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2000余家花卉经营及物流
企业，形成了花卉种植、包装、交易、冷链物流、科技

研发、人才培训、花卉工业等全程标准化的现代花
卉产业集群。

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
辉告诉记者，通过三年的建设，花卉小镇城市面貌
提升，完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28.48 亿元，一批重点
载体项目加快建成；花卉产业初步形成以创新驱动
发展的增长模式，实现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发
展；花卉产业链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12 亿元，年均
增长 25%以上；花卉产业带动能力更强，交易功能
的提升，辐射带动空港加工运输区域等，扩展花卉
交易和仓储运输的场地，采取“花卉进场”与“花不
进场”并存，“现场拍卖”与“远程拍卖”结合的交易
模式，以实现有限交易空间更高的花卉交易量和交
易额。

据悉，斗南花卉市场每天有上千吨鲜切花通过
航空、铁路、公路运往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远销日
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沙特阿拉伯等 5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本报记者 孙常云

10支鲜切花7支斗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