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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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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乐清市正泰 150 兆瓦“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基地光伏板下种植的
300多亩早稻陆续收割。

该光伏发电项目占地约4500亩，采取
框架上清洁发电、框架下高效种植的方式，
在不改变农业用地性质的同时，将高效农
业种植与清洁能源发电相结合，集工业旅
游、科普与农业观光于一体，打造高效智慧
型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年均提供1.4亿千瓦
时的清洁电量。

据了解，早稻收割后，光伏板下已种植
的单季晚稻及即将开插的双季晚稻有1500
多亩，还种有藕、茭白、芋头等几百亩蔬菜
作物。

蔡宽元 李兴中

光伏板下割早稻

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小学的文化礼堂里，一群正放暑
假的留守儿童围着衢州市竹编工艺大师余统善，学习竹编
技艺。沟溪乡希望此举不仅能丰富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
而且能让竹编这项传统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吴铁鸣 冯健

留守儿童学竹编

盛夏以来，持续炎热高温。在建德市大洋镇大洋村童
家老祠堂里却空气清新，凉风徐徐，每天都有100多位老
年人相聚一起，有的下棋，有的看电视，有的看报纸，陶冶
情操，修养身心，安然度夏，其乐融融。 宁文武

度夏好乐园

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产业园，30多名外来务工
子女在专业糕点师指导下学习制作创意蛋糕。最近，埭溪
镇工会、学校和妇联等多部门联手，开设了暑期“小候鸟”
班，安排了音乐、舞蹈、美术、手工制作和经典诵读等内容，
由志愿者免费进行辅导。 邓德华

小候鸟班开课了

玉环市上正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瞿秀英近日正在采
摘成熟的无花果，准备以每公斤 12~16 元的价格批量销
售。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合作社的14亩“麦斯依陶芬”
无花果苗是2016年12月从金华引进的。 吴达夫

无花果卖上好价

“凭你们的‘家底’，我看你们连地下室都建不
起！”日前，茅法明站在初具人气的村综合楼前，回
想起当年邻村群众的一句玩笑，一时百感交集。茅
法明是天台县始丰街道茅导师村村委会主任，最近
被评为台州市十佳村（居）委会主任。

这幢总面积674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矗立在村
口，眼下成了村民们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项目
启动前，村集体是零收入。在没有抵押物无法从银
行贷款的情况下，茅法明和干群一起白手造起了这
幢总投资 1000多万元的综合楼。他是怎么做到的
呢？

“城中村”改造完成后，村民们相继住进了体面
的楼房，但村两委却寒酸得只靠借用房子当办公场
所。当时，村两委手里握有17间价值不菲的邻街地
基。有人劝当时担任村支书的茅法明卖掉几间，就
可以将综合楼造起来。茅法明一口回绝：“半平方
也不能卖，我们不能把子孙饭给吃了。”原来，茅法
明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这些地基变成一幢会“生
钱”的综合楼，让村民们都能从中受益。

然而，当茅法明向管理部门报批时，却被告知
村里只能造办公楼，且面积有限制，只能建两层。
这哪里是他想要的房子！他一年年向各级反映，争

取政策支持。在县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关心下，
2015年，村综合楼项目获得批准。

好不容易盼来了期望已久的规划，这时的茅法
明遇上了又一个大难题。项目建设至少需要 1000
万元资金，而村集体账户为零，银行又不放贷，茅法
明忧心如何跨过眼前这道坎。妻子陈碧莲说：“那
时候他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人跟生了病一样，
结果我陪他到卫生院挂了五天葡萄糖。”

全村 500 多人，每人出资 2 万元，就能建起大
楼。综合楼是村集体，能不能动员大家一起来出
资？这在县内没有先例，茅法明被自己的“奇思妙
想”吓了一跳。山穷水尽之际，他试着在村两委会
议上抛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这个“众筹”建议得
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紧接着，他带头承诺不直接
参与项目建设，不到村集体报销一分钱，这让大家
格外放心。

是一次筹资到位，还是按工程进度来分期筹，
精打细算的茅法明心中有本账。他说：“我和村民
约好是按农村合作银行的利率，如果一次性筹资，
那村里就会多付至少七八十万元的利息。”第一笔
项目预付款是100万元，他就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
筹资。公告贴出只 5天时间，大家就都把钱打到了

村账户上。
年近九旬的村民叶先球经济条件相对较差，茅

法明原没打算她会加入，没想到她也到银行打了
款。老人说：“法明是多年的老党员了，做事细心牢
靠，我信得过他。”就这样，老人根据项目进度，先后
5次参与筹资。

2016年年底，村里将毛坯房整体对外招租。招
租前，村民们预计能拿到 120万~150万元/年的租
金。“能多一万是一万。”茅法明和村干部一起，一再
到周边邻街商铺打听行情，然后一遍遍对底价进行
精准测算，最后他预计最高能到170万元/年。期间
有人想以 150万元/年承租，他抗住压力，坚决走公
开招租之路。令村民们开心的是，综合楼以 180万
元/年的租金成交。

承租人的租期是 12 年，村里打算每 3 年上浮
5%的租金，茅法明坚决要求上浮 8%。他说：“村里
还很困难，加上综合楼位置好，我相信承包人能够
答应。”果不其然，他的精打细算顺利过关。

茅法明乐观地告诉笔者，再过个五六年，等“众
筹”的钱全部还清了，村里就可以从每年的租金收
入中提取一部分，向村民发放“分红”。

徐平

500村民人人出资栽下“摇钱树”

茅导师村众筹一幢会生钱的楼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质控部经理孙小明
日前正忙着对一批新进的中药材黄柏和女贞子进
行成分检测。一旦发现有农药残留或黄曲霉毒素
和含硫量等指标超标，将直接作退货处理，只有合
格的药材才能进入生产加工环节。

“黄曲霉素、重金属有害元素在生产加工中是
不会减少的，这些成分会使成品中的有害元素超
标，长期服用会影响患者健康。”孙小明表示，他们
一直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对每一批药的检测都一
丝不苟。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的“景岳堂药业”是
一家集传统中药和现代中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科技成长型企业。公司创建15年来，一直以创
新不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质量过硬的产
品，成为医药行业内的“隐形冠军”。

在中药饮片生产车间，检验合格的中药材一一
进入选、清、烘、蒸等生产加工环节。加工炮制好的
饮片还要再次进行检测，符合中国药典和浙江省中
药炮制规范要求后，才能作为原药材进入中药配方
颗粒智能化生产中心，做成配方颗粒成品。

据技术人员介绍，配方颗粒的加工方法严格遵
循中药传统汤剂的理念制作，用水提、浓缩、喷雾干
燥。但在工艺技术上，完全采用现代的高科技，并
严格按照GMP药品质量管理规范生产。在一尘不
染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的“大脑”——总控室
实行24小时值班，全天候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颗粒剂车间主任包世寅介绍，公司十分注重整
个生产工艺的管路清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生产时
间用在清洗当中。整体环境卫生要求比较高，除了
工艺用水是用纯化水外，收料、配料等都在净化区

进行，保证成品的微生物等各项指标全部符合规范
标准。

除了严谨的生产工艺，“景岳堂药业”还一直遵
循原产地收购药材的原则，像根、草、谷等不同品类
中药材还把握合适的采收季节。为了更好地保存
药材，公司新建的全封闭恒温恒湿中药物流中心已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下一步，公司的目标是实现企
业传统中药和现代中药比翼双飞，成为省内中药行
业的典范。

“以匠心的精神做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通过
不断的努力，产值做到 1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目
标要做到20亿元。”公司董事长钱木水表示，公司将
在中药饮片加中药配方颗粒上做深、做细、做强，深
耕细挖浙江保健食品市场，把握大健康产业发展趋
势，做好食药同源的产品。 钟伟 胡思源

景岳堂药业深耕大健康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现代农业园区提升行动建设项
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下发，这也是该区首次
开展现代农业园区提升行动。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整洁田园、美
丽农业”建设行动方案，该区充分挖掘农业产业、田
园风光等资源，推动农业园区转型提升，促进农业
与二三产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农业特色精品园形
象，着力打造一批“点上出彩、线上美丽、面上洁净”
的美丽新田园。

资金补助对象为开展现代农业园区提升行动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种粮生产主体等新型农业主体及农技推广机
构。

现代农业园区提升行动建设重点与补助范围
分三类。第一类是生产型农业园区，主要建设内容
与补助范围为设施用房、附属用房及仓库外立面整
治改造，园区入口门楼、景观改造等。第二类是休
闲观光型农业园区，主要建设内容与补助范围为设
施用房、附属用房及仓库外立面整治改造，园区景
观长廊与游步道建设，休闲采摘体验设施、景观标

志、指示牌、垃圾废弃物回收箱等设置和完善等。
第三类为其他类型。如粮食种植主体，主要建设内
容与补助范围包括对经批准已建成的农业生产管
理用房进行内部改造，按不同功能进行区域分割，
并进行必要的内部装修等。

鄞州现代农业园区提升实行定额补助方式，根
据批准建设内容完成提升并经验收合格后，按审计
确定的投资总额40%补助比例一次性下拨，生产型
农业园区财政补助最高不超过40万元，休闲观光型
农业园区财政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张文胜

鄞州专项资金助力现代农业园区提升

日前，舟山市定海区小沙怡然生态家庭农场代
表舟山市参加首届浙江农业之最蓝莓擂台赛，荣获
二等奖。作为一个新兴水果产业，近年来蓝莓种植
在舟山市逐渐发展起来。

2011年，农场主何可发现蓝莓广阔的市场，于
是开始规模化种植蓝莓。通过几年的发展，种植面
积达到了近2万平方米，年产量10多吨。何可的种
植技术也日渐精进，成了舟山市有名的蓝莓种植大
户。

种植蓝莓出奇制胜，但局限性也很明显。“蓝莓
成熟期也就一个月左右，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如何延
长采摘期，例如引进新品种。”何可介绍，蓝莓品种
非常多，但选择不当会导致失败。由于当时在舟山
种蓝莓是个新课题，他只能慢慢摸索，终于成功种

出了10多种蓝莓。
在首届浙江农业之最蓝莓擂台赛中，参赛的16

支蓝莓代表队都是通过县级以上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规范化认定，拥有注册商标或统一使用商标的
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同
时，主办方邀请了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浙江大学
教授、省农业厅水果首席专家等人担任评委。

根据擂台赛规则，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唯一量
化指标，高者胜出。“所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即包
含糖、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在内的可以溶解的物
质。”何可介绍，他以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3.8%的成
绩位居全场第二。

为什么何可种植的蓝莓能够脱颖而出？他告
诉笔者，改良土壤是重要原因，而增加有机质含量

和降低土壤酸碱度是改良土壤的两大关键。何可
说，他在种植蓝莓的土壤中加入有机肥，大大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提高蓝莓的品质。

笔者从舟山市农林部门获悉，基于科研的应用
性以及对蓝莓产业前景的看好，目前，全市蓝莓年
产量约14吨，年产值约70万元。

“虽然相较苹果、西瓜等水果，在舟山市种植规
模上蓝莓仍属于小众派，但其产量和产值都在逐年
递增。”农林部门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舟山市更
是向多元化蓝莓产业深加工、精加工产业链发展，
例如一些农场主将蓝莓做成了果汁、果酱、果干、果
酒等，以提升其附加值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带动经
济效益。

黄银凤 王倩倩

舟山年产蓝莓约14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