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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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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村口，许光美总会下意识地去打量一下村
标，而当有客人造访，他会更卖力地推荐村里的这
一景致。8月 26日，一批客人来到村里，许光美又
如数家珍般介绍起来。

许光美是天台县白鹤镇溪东村党支部书记，去
年以来，村民们一再向他建议扮靓村庄门面，造一
座能寄托乡愁的村标。村里请了专业公司设计，几
易其稿，村民都觉得欠些什么，没能通过。72岁村
委委员徐阿贵带着图纸毛遂自荐，这位“乡村师傅”
说：“我用现成的素材画了张图纸，请村两委审议。”

村里马上将方案进行公示，得到了公认。原
来，村旁有一座近 800米长的红旗渡槽，是当时全
国最长的多跨浆砌石拱渡槽。徐阿贵在设计时巧
妙地把渡槽与红旗两种元素结合起来，一下子就抓
住了村民的心。随后，镇里邀请专业人员进行指
导、修改，徐阿贵的“红旗石拱”型村标方案很快被
付诸实施。

“有了这个开头，村里的党员、群众对设计创意
有了新认识，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
了。”许光美说，现在村里的改造项目，党员积极参
与设计、建设，在外乡贤也热心参与其中，形成了可
持续发展态势。

不只是溪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等行动中，该县各地纷纷组建“党员设计
团”“乡村规划师”等队伍，众多的“乡村师傅”在设
计中植入乡土文化元素，既体现群众的创意与期
盼，又充分展示乡村的特色韵味。

一直以来，赤城街道田洋陈村见贤思齐、崇德
向善的风气浓厚。如何在村庄整治中体现这一特
色，村里费了一番思量。村支部书记张耀庭说：“村
庄建设不能只图漂亮，我们的一些想法，虽然看着
有些‘土’，有点‘俗’，但留住了根，留住了灵魂。”

带着这份情怀，田洋陈村党员干部充当“乡村
师傅”角色，一个个带头提出创意，共同开展“头脑

风暴”。最后，该村在建设当中，突出打好“家风”
牌，建设了家风家训馆、乡贤馆和家谱馆等设施，传
承廉政文化、家风文化，成了远近闻名的“以德治
家、以廉养家”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应了“高手在民间”的说法，天台县各地村居党
员干部将建设美丽乡村的愿景与乡愁相结合，匠心
独具，融入一腔真情，描绘并展现出了一幅幅乡村
振兴的美丽画卷。

始丰街道下岙坑村周边有大片的废弃矿地，该
村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邻近村庄
的党支部结成全域党建联盟，铁心关停石矿，全面
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目前整治项目的第二期工程
已基本完成。

对地表实现“修补”后，下岙坑村支书洪显挺对
扮美乡村打好了“腹稿”：“那边我们规划了矿山公
园项目，那边是美丽乡村项目，那一片是今后的乡
村休闲旅游项目……” 杨德华 许诺 徐平

天台乡村师傅善妆扮

“土”里有乡愁“俗”里具匠心

近段时间，“生态畲吃品”“景宁600专柜”同时
在温岭三和超市锦屏店、购物中心店、伊水苑店和
开元店开业，温岭—景宁山海协助“飞柜经济”在温
岭多处落地。

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华东地区唯一一个少数民
族自治县，全县254个村庄中有151个位于海拔600
米以上，11万亩纯净无污染耕地、150多万亩山林
资源位于海拔 600米的冬季雪线分界线上。由于
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高海拔地区生产的农产品
很受市场青睐。2017年年初，景宁全面启动“景宁
600计划”，统一种植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把

海拔 600米以上村庄出产的农产品打造成一个区
域公共品牌。

温岭—景宁为友好县市，早在 1986年，两地就
有合作。2017年 9月，两地签约“温岭—景宁山海
协作升级版备忘录”，今年7月，温岭市市场集团与
景宁县强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飞柜经济”战
略合作协议。

8月8日，“景宁600专柜”在三和超市银泰城店
试水。该超市生鲜科科长闫强说，“我们在10米长
的导柜里摆放了 8月豇豆、灯笼椒、小南瓜等 19种
时令蔬菜，由于蔬菜新鲜，口感好，味道美，很受顾

客欢迎。”所以超市在短短几天时间，马上增开四个
专柜。

温岭市市场集团董事长张云彬介绍，温岭人口
众多，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消费量大，对安全、绿色
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旺盛，他们通过在温岭大型农贸
市场设立“景宁600专柜”，推广销售景宁高山农产
品，实施“飞柜经济”，统筹景宁农产品资源和温岭
市场资源的调配，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深入开展

“山海协作”，全面扩大景宁农产品的销路和知名
度，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又丰富并提升了温岭
市民的“菜篮子”，实现两地居民互惠共赢。刘振清

景宁600专柜入驻温岭

近日，在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胡家桥、横
泾、牛村、上岙、梅北新村等20多个村的河道
中间多起了一个新式“武器”。该镇为治理村
级河道投入资金6万多元，购置25台水车式增
氧涌浪机，安装于村级断头河、池塘和水体流
动少的河段。

据了解，这个水车式增氧涌浪机主要作用
是增加池水的溶氧量，通过增氧机特殊的叶片
让水体产生涌浪效果，形成水波，达到水体治
污分级、浓缩、澄清、洗涤和传质等多种分离功
能，使河道污泥中微生物降解除臭，防止有害
菌生长，抑制蓝藻生长。 金曼春

治水新武器亮相村级河道

绍兴市柯桥区茶叶产业协会日前组织业内专
家和平水日铸茶龙头企业代表，研究制作了日铸茶
实物标准参考样。主持实物样制作的柯桥区茶叶
首席专家金银永认为，这将为快速增长的日铸茶生
产树起品质上的“标杆”。

作为“中国文化名茶”，平水日铸茶产于常年云
雾缭绕之日铸岭一带的无公害基地茶园，采用一芽
二叶至一芽三叶初展的茶树嫩芽为原料精心制
成。目前，柯桥区共有日铸茶生产区域面积7万多
亩，年产系列名优茶超过1300吨，产值近3亿元，并
成为柯桥区名优茶的主导品牌，先后获得“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中华文化名茶”和浙江省著名商标、

浙江省区域名牌产品等荣誉，产品的市场美誉度较
高。

为使平水日铸茶的质级更加清晰，更好地维护
其品质声誉，柯桥区从 2016年开始对平水日铸茶
实行分级管理并进行积极探索。在今年 3月的平
水日铸茶业大会上，向社会发布了具体的分级管理
办法和价格，决心用“冶工铸剑”的工匠精神合力打
造日铸茶品质，重铸千年贡茶的辉煌。

目前，平水日铸茶推出鹰爪（平水）日铸、贡熙
（平水）日铸、赤堇日铸、若耶日铸、三灶日铸等五个
级别和档次的产品，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其中
鹰爪（平水）日铸、贡熙（平水）日铸为平水日铸茶，

实行统一包装管理；赤堇日铸、若耶日铸和三灶日
铸等三个产品为日铸茶，由获得授权的茶叶企业自
行生产经营。

随着名茶品牌效应的显现，特别是日铸茶产量
的大幅增长，对质量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
柯桥区茶叶产业协会举行了各生产企业日铸茶生
产销售观摩交流，并广泛征求意见，在充分考虑产
地条件、茶树品种和名优茶市场拓展要求等因素的
基础上，研究制作了赤堇、若耶和三灶等 3个档次
日铸茶的实物标准参考样，使日铸茶生产“有样可
依”。

钟伟 张影

柯桥日铸茶生产有了品质标杆

放弃假期走进山区竹林，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
早园竹；师生组团深入甘薯种植基地，传授薯类作
物种植技术；跋山涉水调研农作物种植情况，用科
技助力绿色有机水稻种植……今年暑假期间，浙江
农林大学累计组织了 1000多名涉农专业师生，在
老师的带领下分赴开化、德清、平阳等多个县市，开
展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暑期实践。

在新昌县大市聚镇梅林山村，风景园林与建筑
学院赵宏波教授带着研究生，应邀来到该村为“梅
主题特色村”建设出谋划策。赵宏波主要从事观赏
植物遗传育种、重要植物类群繁殖生态、植物应用
设计和人工群落效益评价等方面研究，建有梅树种
质资源保护库，培育了诸多梅花新品种，开发了系
列梅衍生产品，人称“梅教授”。

一进入梅林山村，赵宏波就指着按行道树模式
种植的梅树说：“这里的老桩梅树适合近观，要控制
树梢的生长，尽量把根露出来。那边小一点的行道
树只种一排，纵深不够，可以多种几排，形成一定体
量。”随后，赵宏波和研究生们，仔细考察了梅林山
的鹭鸶岗自然村、沙风故居、古树群等，询问该村有
关土地性质、历史文化等。赵宏波认为梅林山的深
厚历史底蕴、宽阔的发展空间，十分适宜打造“梅”
主题特色村庄。

针对下一步，赵宏波建议具体规划设计中要考
虑入口景观和梅花种质资源圃、梅花盆景园、果梅
生产基地等重要节点的打造；要注意柿子树、水稻
田、茶园等背景与梅的搭配；要注重盆景、果脯、梅

子酒、梅花茶等衍生产品的开发，实现美景与增收
的有机统一。

在德清县舞阳街道城山村，竹类研究所的桂仁
意教授日前在给几十位村民讲解早园竹施肥的技
巧。早园竹所产的早园笋是城山村一大特色，素有

“蔬菜之王”的美称，具有香、甜、松、脆之特色。早
园笋味道鲜美，为德清县传统特产，既可单独作菜，
也可与肉类搭配制成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喜爱，
远销杭州、上海和香港、澳门地区，是不少村民的重
要经济来源。

在开化齐溪镇岭里村，在赵光武教授的带领
下，浙江农林大学涉农专业的师生们，对当地有机
水稻种植和以本土玉米品种“白苞萝”为代表的“土
种”保护情况进行调研，并就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与当地农户和农技员进行深入交流，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指导，助力绿色有机水稻
的种植和玉米的高效栽培，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民增
产增收。

在义乌，师生们来到大陈镇亚冠果业青枣种植
基地和香榧种植基地调研学习。义乌南枣是浙江
省传统名产，采用优质青枣精制而成，学生们在当
地了解到，通过枣子或枣叶的状态判断枣树的状
态，通过对枣树进行矮化处理，既方便采摘，也避免
了枣子与地面接触时造成的病害。香榧是中国原
产树种，营养价值极高，为了更好地发展香榧产业，
当地正在研发香榧饼干、香榧酒等产业，香榧产业
发展空间很大。

在庆元，学生们爬上了龙溪乡的高山茶园查看
茶园施肥抚育现状，走进龙溪茶叶店了解目前茶叶
的市场动向。庆元海拔较高，种植茶叶具有天然优
势，主要品种有香茶、迎霜、安吉白茶以及具有本土
特色的百山茶等。

针对茶园发展面临的瓶颈，浙农林大师生们
建议，除了如何将茶种好外，还要考虑将茶文化渗
透到旅游业中，可以积极开设茶道体验馆，发明茶
膳等特色茶副产品。他们建议当地茶农，开辟试
验田试种不同茶种，择适应当地气候、海拔、土壤
条件品种予以扩种，迎合市场需求；与其他作物实
行套种，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值；引进现代化机械
提高生产效率，应用现代技术生产优质化、多样化
农产品。

在平阳县九城印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指导
老师陆国权教授的带领下，暑期社会实践团来到甘
薯种植地考察种植情况，团队将源自学校的部分观
赏甘薯和菜用甘薯培育苗，赠予九城印象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并就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存在的发展
问题、园区今后可衍生的发展性方向进行了深入探
讨和技术指导。

“农村要发展，不仅需要农民的勤劳，还需要依
托很多农业经营和管理的技术，并借助农业机械
化、电子商务等现代的管理和营销手段。”师生们纷
纷表示，利用暑假开展实习实践，不仅学会了很多
劳动技能，更深层次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业，增强
了对农村、农民的感情。 陈胜伟

放弃假期走进乡村，增进对农村、农民的感情，浙农林大——

千余农师生田间地头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试点县——温岭市连续多

年建设沿海防护林工程，种植了木麻黄、桉树、落羽衫和海
枣等15000多亩沿海防护林，在沿海地区建成了带、网、片
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被形象地称为“沿海绿色长城”。

图为当地“百对夫妻”十年前种植的东浦绿色“同心
林”，如今树形高大挺拔，成为一道亮丽的绿色生态走廊。

刘振清 颜福彬

沿海绿色长城

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洞头村党支部书记余建红正用
田间地头捡来的各色石头、废弃的缸钵罐等容器以及山上
众多的苔藓、野花野草、枯树老根制作一个个别具一格的
苔藓盆景。余建红组建了余农苑盆景专业合作社，10多户
村民加入合作社，一起学习苔藓盆景栽培与布置技术。目
前这种创意苔藓盆景已销售500余盆，最高的卖到千元以
上。 吴铁鸣

废弃物品打造的苔藓盆景

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大冲村村民钟妍的屋子里，弥
漫着青圆子浓郁的清香。这些圆子经过冷却、包装等工
序，即将被送往湖州城里的300多个客户手中。从去年10
月起，钟妍就地取材，以当地的野菜、野笋、野草、香椿和乌
树叶等食材原料，采用老法手艺，加工饭团、麻球、圆子和
乌米饭等10多个品种的美食，销往湖州、杭州等地。今年
1~7月，她根据各个节日当地市民习俗特点，售出各类食品
15万个（份），深受顾客青睐。 邓德华

山村美食香飘山外

在建德市杨村桥镇梓源村山里红家庭农场的连幢大
棚里，管理人员正在对一畦畦郁郁葱葱草莓苗查看生长情
况、清除枯叶与杂草，追肥保湿等培育管理。

今年，该农场建起了 30 亩面积的基质繁育草莓苗中
心，利用消毒液、粘虫板、微喷设施等现代农业技术，减少
植物生长环境的病菌与虫害，可为各地种植户提供“红颊”

“章姬”等优质草莓壮秧苗150多万株。 宁文武

基质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