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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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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绍兴市柯桥区首批职工疗休养基地授牌
仪式在漓渚镇棠棣村举行。湖塘街道香林村、漓渚
镇棠棣村、老安昌客栈、云溪山庄等入选柯桥区首
批十大职工疗休养基地。

近年来，以东方山水、浙江国际赛车、乔波冰雪
世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大特精”的项目落户集聚
柯桥区，以安昌古镇为代表的人文景区星罗棋布，
以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方兴未艾，柯桥全域旅游
发展势头强劲。

在年初举行的“全球免费游绍兴”新闻发布会
上，鲁迅故里等 37处国有景区向全球游客免费开
放，柯桥区 14处景点名列其中，这批景点奏响了旅
游“四季歌”：春天，大香林、瓜渚湖赏烂漫樱花，南
部山区采茶挖笋忙踏青；夏天，柯岩酷玩小镇玩滑

雪、东方山水乐园嗨翻天；秋天，大香林赏桂花，兜
率天诚礼佛；冬天，王坛赏雪中梅景，漓渚以兰会
友。

与免费游相配套，美丽乡村游成为柯桥旅游业
发展的重点之一，通过政策引导，柯桥区重点培育
了一批有人文情怀、情调别致的特色民宿和茶坊、
酒吧类的业态，提升游客在柯桥旅游的体验感，让
游客在柯桥的山水间慢下来、留下来，拉长柯桥旅
游的消费链。

今年，柯桥区总工会围绕乡村振兴，联合旅游、
农林等部门开展首批职工疗休养基地建设活动，把
一批 3A级景区村庄、民宿、农家乐、酒店等培育成
职工疗休养基地。

齐贤街道光明居委会以“光大渊明·绿色田园”

项目为载体，致力打造都市乡村旅游目的地和乡村
振兴示范地，目前已经建成百亩花海、五百亩荷塘、
陶公居等基础设施，以及田间采摘、池塘垂钓、陶
艺、国学教育等体验基地，凸显了乡村田园文化。

“入选首批职工疗休养基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
个鞭策，我们一定规范经营行为，以高质量的服务
来接待好每一位疗休养的职工。”光明居委会经济
合作社负责人李云国说。

“通过职工疗休养基地这个平台载体，为区内
企事业单位职工开展疗休养活动提供更多选择，同
时也带动乡村旅游、乡村经济的发展，借助职工疗
休养基地向外进行推介，更好地打响柯桥旅游的品
牌。”柯桥区总工会主席喻光耀表示。

钟伟

柯桥首批十大职工疗休养基地公布

7月上旬，天台县平桥镇乡贤吴武军找到创联
村，计划将村里现有的 500亩香榧园再扩大 3倍以
上，打造香榧特色村，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同时他还
带来了一张今后10年每年3万元帮扶基金的“长年
支票”。

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走出天台创业的群众高达
20万人。离土离乡，却难以割舍乡情。成千上万的
乡贤在事业有成后，反哺桑梓的乡情日益强烈。

天台深入开展“千名乡贤帮百村”活动，丰富乡
贤文化载体，鼓励发展乡贤理事会、参事会、议事会
等乡贤组织，设立乡贤榜、乡贤馆、乡贤基金，推动
项目回归、信息回馈、人才回乡、技术回援、文化反
哺。

弘扬乡贤文化

“青翠的岜山，火红的杜鹃，迎接我回到可爱的
故乡……”踏着动听的村歌节拍，94岁高龄的知名
书画家王德惠回来了，他带着创作生涯中最有代表
性的46幅书画作品，设立了书画馆。

有了乡贤助力，溪头王村支书王林辉的信心倍
增。随着名声鹊起，该村在建成AA景区村的基础
上，潜心挖掘村庄历史文化，全力发展文化旅游业。

天台人重乡情，各地把农村文化礼堂、文化站、
文化活动室作为宣传乡贤文化的主阵地，在文化墙
上加入本村乡贤介绍、乡贤功德榜等元素，将乡贤
文化作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记住乡愁的精神纽
带。

家乡对乡贤文化的细心探寻，更有着思贤若渴
的殷殷期盼，触发了广大乡贤的乡愁情怀，吸引他
们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台台“发动机”。

漂亮的公园，在农村并不多见，但明公村村民
却能快乐游园，惬意生活。村里没有什么产业，但
有的是乡贤。在村办公楼醒目处，张贴着一张已经

褪色的榜单，其上数十位乡贤捐资近200万元，便有
了现在的村公园。

致富不忘故乡，是天台乡贤共同的情怀。邻近
明公村的半山王村也在乡贤的助力下，支撑起了现
在的美丽乡村。从10多年前村里硬化公路开始，乡
贤已陆续为村公共事业提供了500多万元建设资金。

汇聚乡贤智慧

村民自发清理门前屋后垃圾、道路两侧花坛建
设、拆除危房……大横村的每一个动作，村主任汤
兆平都会在微信群中动态发布。在春节乡贤恳谈
会上，该村乡贤汤友钱提议建设美丽乡村，并拿出
了300万元启动资金。

一方面是乡贤资金实力雄厚，另一方面是部分
村发展思路不清，且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天台县
各乡镇配制“金钥匙”，由统战办牵头成立镇村两级
乡贤联谊会、联络站，发挥乡贤出谋划策的决策咨
询功能，组织广大乡贤积极参与“同心·献良策”“同
心·助发展”“同心·惠民生”“同心·促和谐”“同心·
兴文化”等实践活动。

三合镇常年在外经商人员近万人，生意上规模
的近千人。该镇成立了由80名乡贤组成的“决策智
囊团”，各成员发挥特长，积极对接招商引资、教育
事业等各项工作。春节期间，返乡乡贤共提交“金
点子”625个，涵盖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

作为省级中心镇，平桥镇在汇聚乡贤智慧上不
遗余力。该镇拥有一大批反哺家乡、支持家乡、造
福家乡的乡贤，其中有 5名乡贤创办有上市公司。
平桥镇党委书记陈立构动情地说：“我镇最典型的
文化就是乡贤文化。”

该镇建立了“1+4”工作机制，“1”即乡贤联谊会
例会制度，“4”即重大事项乡贤征询制度、乡贤领办
微心愿制度、乡贤同心筑梦制度和乡贤联络室（馆）

制度，以此推动智力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为
乡村振兴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凝聚乡贤爱心

老家有一个“黑洞”旅游点，被网友称为“江南
敦煌古洞”，但缺一条像样的路。家乡要修建旅游
路，乡贤许良委充满热盼。得知村两委“难为无米
之炊”后，他带头捐资6万元。

6月底，岩下洋村文化礼堂内，因为许良委带的
好头，12名乡贤踊跃献出爱心，共同捐资20.4万元，
另有一名流动党员无息借款 10万元。面对乡贤的
慷慨解囊，村两委干部当场表态：“我们明确专人保
管，专人记账，做到每一分钱的使用公开透明，随时
接受各位乡贤的监督。”

近年来，天台县充分发挥乡贤作用，每逢春节、
中秋等传统节目，各村（居）纷纷召开乡贤座谈会，
借助乡贤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村级落实。
许多乡贤也利用这个平台，献计、献策、献力，为乡
村实事项目建设引来“源头活水”，成为发展的“助
推剂”。

没有了堵车的烦恼，杜家庄村村民的心情也随
之变好。这是个只有百来户村民的小村子，因为村
庄狭小，每年春节期间堵车现象很常见。几个乡贤
趁着返乡过年之际，捐资10多万元建停车场，增加了
约50个停车位，以实际行动为乡贤文化注入新动能。

看到许多小孩沉迷手机、电视，塔后村乡贤许
爱雪闲不住了。正是暑期，她忙着为孩子们建一个
精品书屋。许爱雪是个热心人，做了多年的公益，
村民们虽讲不出她为家乡投入了多少，但说起造
路，大家都知道她出了26万元。

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天台县挖掘乡
贤资源，重视、激活、用好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正在
成为天台乡村振兴的一张“金名片”。 徐平

那山那水那老宅，总是那么让人梦萦魂牵

乡贤搅活天台一池“村”水

日前，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温岭市滨海镇（葡萄）被认定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使滨海镇和温岭市葡萄产
业镇又添“国”字头荣誉。

滨海镇地处沿海水网平原，地势平坦，水系较
多，滩涂资源与土地资源较为丰富，为农业生产集
中连片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条件。2007年，在温岭
市农业林业局技术指导下，滨海镇农民开始规模种
植葡萄。由于滨海镇农业生产基地远离居民区，产
业集中连片且工业污染少，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具
有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同时，滨海镇
农业发展基础深厚，规模农业、效益农业起步早，成
效大，为温岭市沿海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的重要基
地，农业相关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资源不断集
聚，使滨海葡萄崭露头角，逐步发展壮大，形成葡萄
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并成为全国最大的大棚葡萄
生产基地，先后荣获“中国大棚葡萄之乡”“省农业
特色优势产业强镇”等荣誉称号。

葡萄作为滨海镇主导农业产业，目前种植面积
30327亩，全镇 7851户、近 2万人从事大棚葡萄产
业，占全镇农户总数的 30.39%。全镇拥有 11家葡
萄生产企业，其中龙头企业3家；拥有葡萄产业合作
社11家，2650户加入合作社。2017年，全镇大棚葡
萄实现产量 4万吨，年产值近 4.2亿元，占全镇农林
牧渔总产值的57.53%，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3.54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
近年来，滨海镇葡萄培育了“滨珠”“约翰”“喜梢”等
多项省内知名农业品牌，滨海葡萄专业合作社被评
为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注册的

“滨珠”牌葡萄荣获浙江省名牌产品称号，2005年、
2006年、2007年连续三届浙江省农博会金奖，有 8
家葡萄生产企业（合作社）获得无公害认证，2家获
得绿色产品认证。滨海葡萄品种主要为欧美杂交
种的“巨峰”“藤稔”，欧亚种（提子）的“京玉”“红地
球”“美人指”等。经多年的改良与适应性栽培，葡

萄果品外形美观，着色好，风味特佳，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高，为国内同类果品中的精品。

近些年，通过葡萄产业带动，滨海镇观光休闲
农业发展成效初显，以约翰农庄、老五农庄、永安孔
雀观光园等休闲农业旅游点为基础，初步形成了融
产、销、娱、游为一体的滨海农业观光园，构建了以
农耕、度假、采摘、垂钓、运动为主线的休闲旅游网
络，加快葡萄特色品牌建设和农业观光旅游业发
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滨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滨海镇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做优做
强，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以示范带动更多村
镇发展一村一品，引导全镇葡萄产业加强品牌培
育，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将
示范村镇打造成一村一品提档升级的样板和标杆，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刘振清 金伟

三成农户从事葡萄产业

滨海镇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温岭市慈善义工松门服务队与松门镇中学小红萌志
愿者近日走上街头，开展“关爱马路天使，奉献你我爱心”
暑日送清凉活动。 江文辉

送清凉

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小学的学生们利用暑假开始了
他们的农民画之旅。来自“中国农民画之乡”余东村的农
民画家做起了他们的老师。

余东农民画奔放的色彩、大胆的造型、饱满的构图，
以及与儿童画相似的表现手法，让学生们走入了熟悉而
又陌生的农作生活，真切感受到来自田间地头的丰收、喜
悦之情。 吴铁鸣 冯健

学画农民画

武义县第八届蜜梨节近日在桐琴镇举行。当天的蜜
梨节吸引了全国各地水果采购商和电商现场下单采购。
武义县有蜜梨种植面积1.3万亩，年产蜜梨3万多吨，通过
政府连续8年举办蜜梨节，使蜜梨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大
大提高，客户纷纷上门收购。

在当天的蜜梨节上，还举行了梨王争霸、品质争优等
项目的比赛。武义县白洋街道白阳村梨农陈世平选送的
蜜梨以单个重1561克，摘得梨王称号（上图），当场被一位
爱心人士以31888元拍走，拍卖所得善款由当地政府用于
慈善事业。 张建成

梨王拍出31888元

玉环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市安监局近日利用伏休季
节组织100多名渔民开展氨气泄漏、海上消防、海上急救、
抛投救生筏、燃放救生焰火信号等演练，以提高渔民在海
上遇险时的自救能力。 倪建军

救生演练

建德市大同镇清潭村樟垄源山
坡上的分布式地面光伏电站建设本
月完工，并网发电。今年初，建德市
农办争取专项资金，为寿昌镇山峰
村、李家镇白马村、航头镇航景村等
10 个扶贫重点村和经济薄弱村建
立山地分布式地面光伏电站，目前
已全部完工并网发电。

据介绍，利用较为平坦的山地
建设光伏电站，技术成熟、成本较
低，既无污染也不侵占耕地，而每个
项目在运行发电后，每年可为扶贫
村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以
上，有效助力村级经济发展。

宁文武

光伏小电站
扶贫好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