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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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田
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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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科技绿色农业为主体、以三产融合为方向
的全省首个特色农业观光小镇在台州市黄岩区北
洋镇悄然成型。

沿着长潭水库一路西行，黄岩蓝美庄园依山而
建，里面种着五六百亩的蓝莓。经过近几年的经营
实践，蓝美庄园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田园综合体，秀
丽别致的风景和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吸引着大批游
客前来。

“作为当地的浙商回归代表项目，占地 1300亩
的蓝美庄园是集农业创新、生态环保、四季采摘、度
假休闲等于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体，已被认定为浙
江省星创天地。”黄岩区科技局局长林金富说。在
蓝美庄园的辐射带动下，黄岩区充分整合区域内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资源，积极发展创新型农业，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为了促进农业提质增效，蓝美庄园引
进日本草莓、荷兰黄瓜肥水一体化、以色列高糖水
果番茄、日本西瓜（拿比特）、浙江三雄 5号甜瓜等
无土基质立体栽培技术，采用有机基质作为种植

培育基质，有效避免了传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
害。

此外，黄岩区还引入了绿沃川这座现代化农业
工厂，从种植到采摘、销售，彻底颠覆了传统农业的
生产模式。

记者了解到，绿沃川农场利用悬挂移动式栽培
床进行草莓无土栽培，这些草莓“住”的是椰糠床，

“喝”的是营养液，借助设备可以升降，避免了地面
和土壤污染，产量是传统草莓的 6倍，采摘管理方
便，品质也更高。2016年，绿沃川成为G20杭州峰
会宴会用沙拉菜指定供应商。

如今，黄岩农业特色小镇项目包括蓝美庄园、
浙江甲丰生态农业园、绿沃川农场、中德生态农场
等，特色农业项目开发初具规模。通过三大产业融
合的探索实践，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
方式引入农业，促进种植、加工、流通、销售全产业
链共同发展，推动区域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观光
农业转型。

“我们不仅要将产业做精，还得拉长产业链，实

现产品多样化发展。像蓝美庄园的蓝莓被制作成
蓝莓汁和蓝莓干，绿沃川的草莓被制成草莓汁和草
莓干，而中德农场的稻米则被做成酒和醋，实现农
产品增值。”黄岩区农林局局长黄继根说。

据了解，蓝美庄园等项目在黄岩北洋镇落地
后，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诸多的致富机会。每到春节
期间，蓝美庄园每日人流量保持在2万人次左右，带
动周边农家乐的营业额翻了几番。

黄继根告诉记者，目前，蓝美庄园项目流转农
村土地约1300亩，庄园给予农田的流转费用最低为
1200元/亩，山地的流转费用最低为600元/亩，平均
每年为附近村民增加土地租金 70万元左右。“原先
附近村民全靠农业种植养家，一个家庭除去种植成
本外，年收入大概是 8000元，现在村民无需投入成
本，人均年收入就有3万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村民持续增收，外出打工的
村民纷纷回村就业，不少当地农户到各项目基地就
业，目前各项目已新增就业岗位400余个。

本报记者 潘兴强 通讯员 沈海珠 任晨红

浙江农林大学校园农作园里，几名学生
正兴致勃勃地观看悬挂在竹竿上的玉米和
丝瓜，学习感受农作物的秋收冬藏与节气之
间的关系。

浙江农林大学为增强学生学农爱农意
识，专门在校园里开辟近百亩的校园农作
园，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种瓜种菜，开展
生产劳动，并在农作园里悬挂 24 节气知识
以及师生采收的各种农产品，丰富学生的大
学生活、增强他们务农知识和对农业的感
情。 陈胜伟

秋高气爽，眼下正是紫菜养殖时节。近年来，玉环市
加大沿海环境的治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明显，沿
海滩涂紫菜养殖成了渔民转产转业的好途径。

图为渔民们正在大龙湾紫菜养殖场养殖紫菜。
段俊利 陈盆峰

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近日联合区渔政，对该镇的前宅
池头里河、鉴洋湖中岙水网开展清河网护鱼保河道水质联
合执法行动。

在当天执法行动中，该镇清除非法设置的渔网、地笼
70余只，竹竿130多支。 金曼春

清河网护鱼

近日，游客和当地市民在武义县履坦镇后桑园村，参与
水田徒手抓鱼、泥田球赛、水田斗牛、稻田舞龙等丰富多彩的
田野狂欢庆丰收活动。

图为游客和市民雨中观看精彩的水田斗牛。 张建成

田野狂欢

良种嫁接良种嫁接

校园里感受秋收冬藏

紫菜养殖

“这里空气清新，不仅能登山，还能赏千年香榧
林，品香榧珍果。”假日里，到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千
年香榧林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山娃子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的香榧炒制车间内，榧香阵阵，尝上一颗刚出
炉的香榧，又香又脆。

“目前，香榧干果成品价格每公斤为260元。”公
司负责人笑着说，稽东香榧品质上乘，壳薄肉满，味
道香脆，用手一搓就能“脱衣”。为了确保品质，炒制
前须经过放盐、炒制、分筛、浸盐水、再炒制等多个步
骤。

稽东镇现有香榧林5万余亩，其中投产面积2.5
万亩，新发展香榧基地2.5万亩，今年预计干果产量
约40万公斤。近年来，稽东镇利用香榧旅游节为载

体，绿色骑行、马拉松比赛等活动精彩纷呈，生态旅
游事业风生水起，每年吸纳游客四五万人。

在兰亭印山现代农业园，几十户游客家庭正在
采摘猕猴桃，欢声笑语一片。“以前都不知道猕猴桃
是这样长的，亲自摘下来很有成就感，我们还摘了好
多准备送亲戚朋友。”不少游客说。

“今年是丰收年，55亩猕猴桃产量比去年增加
30%，其他葡萄、水蜜桃产量都有数万斤。”据兰亭印
山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介绍，目前农业园有200亩水果
园，种植有樱桃、杨梅、枇杷、猕猴桃等品种，并已进
入盛产期，采摘游客越来越多。

近年来，柯桥区“农业生态+旅游休闲”逐渐玩出
“个性”。该区以南环会稽山乡村旅游慢行带为重

点，100公里的乡村慢道将11个镇街连成一串，系统
开发民宿、农事体验、观光休闲等多元业态，依托稽
东香榧、王坛青梅、漓渚兰花等本土树种，推出采摘
游、古道游、森林游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着力打造

“越之南”乡村旅游品牌。
位于柯桥区柯岩街道的宇成生态农业园，在种

植樱桃、火龙果、葡萄、冬枣、猕猴桃等品种基础上，
建成镜湖花园，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平水岔路口村在
发展采摘游的同时，发展出农家乐、飞拉达铁道式攀
岩运动等项目，民宿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集吃住游
玩于一体，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体
验乡村“家”的味道。

钟伟 陈丹梅

柯桥“农业生态+旅游休闲”玩出个性

今年，江山市林业种苗良种繁育推广中心嫁接油茶良
种长林系列的6个品种，总数达25万株，成活率达85%以
上，比去年提高了11%，是实施嫁接苗以来最好的一年。图
为江山市林业科技人员正在检测苗木生长情况。

祝日耀 温志军

浙江首个特色农业观光小镇长啥样？

走在全省前列的绍兴市上虞区民宿经济，迎来
“艳阳天”。 今年国庆假期，一个又一个来自上海、
杭州等大城市游客的订房电话打来，而14间客房早
已被抢订一空，墨隐居·花墅精品民宿负责人陈卫
江只好婉言谢绝。

地处上虞区陈溪乡干溪村庙下自然村的墨隐
居·花墅精品民宿，原是一个占地 3000平方米的茧
站。看中它背倚神仙山、溪流穿村而过的独特位
置，陈卫江经过近3年的努力，把昔日的茧站打造成
精品民宿，于今年 8月正式对外开张营业。围墙外
种满了欧月和绣球花，设置了5处超大户外庭院、法

式餐厅，能同时接纳 30多名游客下榻，让游客享受
到“墅上花开，心向自然”的梦幻般生活。

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企业的吕
赛飞平时忙于工作，提前在墨隐居·花墅精品民宿
订了 3个房间，安排国庆期间和家人在虞南山区放
飞一下心情。

目前，800平方公里的虞南山区已成为游客假
日出游的重要一站。上虞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称，
上虞民宿业尚处在发展初期，但已涌现出檀香山
庄、覆卮山居、浪泉民宿、二都草堂等一批特色鲜明
的民宿，令人欣慰。

“国庆长假，住宿天天爆满。”王红苗所在的东
澄村地处海拔300多米的覆卮山麓，百年古村、千年
梯田、万年石浪“三大奇观”成为吸引沪、杭、甬游客
的“杀手锏”。王红苗两年前把家里的石屋改造成6
间民宿，办起农家乐，生意红火。

为加速民宿经济发展，经省、市相关部门同
意，上虞区推出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登记办
法，有效期最长 20年，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宅基地及
房屋租赁使用权证书，凭此证可在有关银行抵押
贷款。

陈晓潮 范文忠

上虞民宿经济迎来“艳阳天”

近日，宁波引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首次为50亩
雪菜投保了种植气象指数保险。万一遭受水灾等灾
害，该公司种植的雪菜每亩最高可获2000元的赔偿。

今年，人保财险鄞州中心支公司共承保了3家单
位的1212.5亩雪菜的气象指数保险。去年，该区首
次试水雪菜气象指数保险，两家蔬菜专业合作社率
先为社员种植的雪菜投保。去年11月，受低温雨水

天气影响，这两家合作社获得人保财险鄞州中心支
公司理赔8.46万元。

据介绍，此次雪菜种植气象指数保险生效后，在
保险期间，投保雪菜如果遭遇两类恶劣气象条件，气
象指数达到起赔标准时，就可视为发生保险事故，保
险公司会按照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保险有效期内，
单日降雨量达到60毫米，或连续两日降雨且每日降

雨量达到50毫米；连续阴雨，保险期间连续7天及以
上日照时间少于或等于2小时，都可以依据灾害损失
赔偿比例表得到赔偿。

鄞州区雪菜种植气象指数保费为每亩200元，其
中市区两级财政补贴150元，农户自付部分仅为50
元。

张文胜 杨露怡

鄞州雪菜种植气象指数保险扩面

“雷峰山中柿子红，柿子红得像灯笼，喜事连连
乐融融……”天台县雷峰乡茶丰村西山头上，柿农
王继牛手中摇着小国旗，嘴上哼着民谣，黝黑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正是红朱柿成熟时，西山头广阔的柿园里，千
树万树挂满了红灯笼似的柿子。以柿园为舞台，天
台县雷峰柿文化节近日拉开了帷幕。节庆现场，由
柿子组成的大型“丰”“中国梦”“红红火火、柿柿如
意”等字样，吸引了游客镜头。

眼前热闹的喜庆场景离不开一个金点子的落
地。

能不能邀请全球网友都来当“柿长”，为雷峰柿
子代言？节庆前，村第一书记、柿农口中的“柿长”
丁必裕和雷峰乡党委书记杨正想到了一块，并联合
发出了“天台大农场、好‘柿’传万里——全球网友
争当‘柿长’，点赞‘浙江雷峰柿’”活动倡议。

倡议一经发出，立即从天台县传向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个国家。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王典奇在微信接力中写道：“好山好水出
好柿！感谢大家接力，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中
国浙江天台山作客！”欧洲古典小提琴收藏家李谷
在朋友圈中写道：“我为浙江天台雷峰柿代言，青山
绿水长好‘柿’，祝大家‘柿柿’如意！”各国华人华
侨、外国友人、网友纷纷加入接力传播，雷峰柿子名
声大振。

最先感受到品牌提升带来的实惠，是与王继
牛、王继湾一样的全体柿农。王继湾种有 40亩柿
子，前阵子因资金周转难，农商银行上门为他授信4
万元。眼下柿子进入成熟季节，上门预订的客户特
别多。

茶丰村种植柿子已有 300 年的历史，现有
2000 多亩柿子，是浙江省知名的红朱柿产地，年

产量约 50 万公斤，每年通过节庆活动，被游客带
走的在 15 万公斤左右。村委会主任王治平对今
年的销售形势特别看好：“今年的宣传非常充分，
游客、客商比以前更多。”就在他介绍的过程中，
村里将一棵被中国园艺学会柿分会评为红朱柿
树王所产的果子进行拍卖，最终 200 多公斤柿子
以 10888元成交。

红彤彤的柿子，不只带来柿子的销售热，还带
动了雷峰乡其他经济作物和乡村休闲旅游的发
展。在柿园里，中农批天台新农商农产品市场有限
公司签下了农产品认购合作协议，天台圆圆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认购合作协议，浙江华顶国际旅
行社签下了乡村旅游合作协议，天台农商银行支持
雷峰乡“乡村振兴”贷款授信2亿元……

曹赛瑜 杨德华 徐平

这个小山村邀请全球网友来当“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