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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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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成形、二年成品、三年成景；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舟山唤醒“沉睡”的海岛古村落

“快看，这张是‘半市斤粮票’，那边还有整
版的12张‘豆制品票’……”近日，绍兴市上虞
区崧厦镇章家村的“余庆书屋”格外热闹，学
生、居民群众在此参观85岁收藏爱好者章余庆
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票证展”。

章余庆把自己 60 多年来珍藏的 16 大类
10000 多张各类票证，以及门票、红色纪念邮
票、新老纸币等与居民群众分享，见证中国改
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

图为学生、居民群众正在观看票证。
陈晓潮

在玉环市祥云新村田野上，60多对亲子家庭集聚在一
起，参加沙门镇首届稻草人节活动。

运用稻草、竹子等自然素材，稻草人节尽情地发挥小
朋友和家长们天马行空的创意。

该镇还邀请了来自跨界自造融创园的台湾老师及台
湾大学生与大家一起互动。 吴达夫

几名古建筑工匠师傅日前通过刻、雕、挖等技术为建
德市寿昌镇街上一座程广泰古建筑的结构部件进行加工
制作。

寿昌镇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拥有近
1800年历史，自2017年以来，该镇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了以蒋家、翁家、洪家祠堂为代表的历史古建筑修
缮改造，重新塑造了具有寿昌地方特色的历史古镇风貌。

宁文武

为了保护老虎潭水库周边生态环境，湖州市吴兴区埭
溪镇联山村的700多户村民，近日告别世代居住的山村，搬
至由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联山大社区，开启了安居乐业的
新生活。图为村民们在新村花园拍照留念。 邓德华

生态移民喜搬家

来自武义各乡镇街道和四川汶川的500余名来料加工
选手近日在武义熟溪广场同场竞技。当日，义乌来料加工
联合会与武义县妇联联合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赛。

图为来自四川汶川的羌族来料加工经纪人与武义畲
族选手，在武义同场竞技共同探讨加工技艺。 张建成

来料加工技能大赛

细雨绵绵，舟山市定海区马岙村楼门街一幢古
建筑门前，带着各色雨伞的游客鱼贯而入。“嘿足、
嘿足”，院子内屋檐下，村民们正在演示人工蒸年糕
粉、搡年糕团的传统习俗。

扯雪花团、盖红印、沾红糖，游客们在体验中唤
起儿时的记忆。这是舟山历史文化村落——马岙
村风情一条街上的情景。

近5年，舟山共有34个村落被命名为省级历史
文化村落。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具有浓郁古
韵、乡土气息、文化积淀的美丽海岛乡村，实现了村
落保护和村民增收致富的“双赢”。

建立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管理
监督制度，成立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村落建设领导机
构，2013年以来，舟山市各县（区）把历史文化村落
保护利用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考核中，明确相
关部门职责；乡镇（街道）作为实施主体，成立“一把
手”负总责的工作小组，配强工作力量，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引导渔农民科学、有序、
适度发展历史文化村落的乡村旅游，培育省市级

‘渔农家乐’特色示范村，发展渔农家乐休闲游、海
岛体验游等特色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乡村旅游与村
落保护的良性互动。”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按照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整体
推进的工作部署，对每个历史文化村落进行规划编
制；根据村庄创建主题，明确村落的“功能、规模、特
色、发展方向”以及“建筑、立面、小品、村道、产业、
综合体”的定位，为历史文化村落在保护利用上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南。

嵊泗县花鸟社区在《历史文化村落重点村保护
利用规划》中，合理安排村民住房条件改善、基础设
施和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使生活在其中的渔农民
群众同样能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其已成为舟山民宿
业发展的典型社区。岱山县东沙古渔村打造舟山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展示基地及保护传
承基地，集剪纸、贝壳、船模、煮盐、木偶戏等非遗产
品，现场制作、展示、销售、互动体验为一体的非遗
精品街已经形成。“中国海岛第一村”马岙村聘请浙
江大学建筑设计院作为规划设计单位，形成以“耕-
读-渔-盐-商”为主要景观的休闲游线。

资金是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重要保障，目前，
全市多渠道参与建设历史文化村落的格局初步构
成。设立历史文化村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制度和项
目资金预估方案制度，每半年向村民代表大会或

“项目建设委员会”提交一次。设立财务公开制度，
每季度向全体村民公开财务支出情况；对拆迁、改

造和修缮项目建设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东沙村3年时间通过省、县、镇三级补助配套方

式，投资 4000万元，完成古建筑修复、基础设施建
设、绿化与景观项目建设、文化与旅游发展项目等7
个主项20余个子项，古村面貌焕然一新。

嵊泗峙岙村 3年投资 2000多万元，其中 900余
户民居外立面色彩改造项目完成后，该村获得了

“2015年全国人居经典环境金奖”。普陀区横街村
通过村民集资和村委出资方式，共同修缮翁家祠。
岱山县石马岙村村民自筹 30万元完成石马岙历史
文化展览馆修建。

一年成形、二年成品、三年成景。循着“突出重
点，兼顾一般”和“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的思路，走差异化、错位式发展之路，舟山市全面挖
掘历史文化村落中能反映渔业、渔村、渔民、渔俗、
渔文化的历史遗存，不但实现了传承舟山历史、弘
扬新区海洋文化之目的，而且让当地村民尝到了保
护“活化”利用的甜头。在面积仅 2.95平方公里的
普陀东极东福山岛，40多家民宿在旅游旺季一房难
求。岱山秀山岛秀北村通过对厉家四房五房、兰秀
博物馆做部分修复等13个项目的实施，正迎接秀山
大桥开通后新一轮民宿投资的到来。古韵新味，古
色飘香，如今，舟山 34个历史文化村落也已成为全
市乡村经济文化振兴的支点，其总数虽只占到全市
村落数的 10%，但游客接待量占全市乡村游客接待
量的三成多。 林上军

日前，浙江省食品安全县考评组对三门县创建
省级食品安全县进行考评验收，予以一致通过。至
此，三门县成为省级食品安全县。

2016年 10月，三门县启动创建省食品安全县，
专门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从有关部门抽调了
20多名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建立创建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并与民生实事同
落实、同督查、同考核。在创建工作中，该县以保障
公众食品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实施新

《食品安全法》，始终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强化

有责、有岗、有人、有手段与日常检查责任和监督抽
检责任“四有两责”，落实政府属地责任，督促监管部
门依法履职，倒逼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引导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

同时，三门县加强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食品安
全综合协调能力，加强基层食安办规范化建设，促进
基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提升，做好重点领域专项整
治，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全力推动拓宽食品安全
保险范围、农村家宴放心厨房建设等民生实事。通过
两年多的努力，三门县食品安全工作取得显著的成
效，实现食品安全工作水平、食品安全治理能力、食品

产业健康发展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四个明显提升”，全
县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食品安全事故，去年上半年群
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4.66%，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食
品安全检测等多项工作获省市领导批示肯定。去年
6月，该县被评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

省考评组认为，三门县领导对创建省食品安全
县非常重视，思想认识到位，措施切实有力，加大经费
投入，工作扎实开展；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紧密配
合，齐心协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从而确保按时圆满
完成省食品安全县创建任务，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朱曙光郑卫星朱芳芳

传统的育秧模式烂秧死苗等风险大，而现代化
育秧模式提高了成秧质量和设备利用率，也缩短了育
秧时间。位于乐清市城东街道的绿农水稻专业合作
社近年来利用智能化加温加湿一体化系统提高了成
秧质量和设备利用率，大大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

与之同时，该市加大力度提升一批智能水稻育
秧中心、谷物烘干中心，创建一批高效植保中心、农
机维修中心。开展水稻产业农机化技术培训，年培

训300人次，还促进农机农艺有效融合，大力推广晚
稻精量穴播技术，提升水稻产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建
成省级水稻产业“机器换人”示范市。

近日，乐清市加快推进农业“机器换人”实施方
案出台，财政在近三年安排扶持资金2565万元，重点
用于农机购置补贴和“机器换人”示范项目等建设。

乐清市计划到2020年，粮食烘干批处理能力达
3600吨，稻谷机械化烘干率达 90%以上；水稻机械

栽植面积达16万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7%以
上；高效植保机械化率达80%以上，秸秆处理机械化
率达85%以上。建成“机器换人”示范乡镇（街道、园
区）4个、示范基地 7个，建成农机综合服务中心 3
个、智慧农机装备应用示范基地3个、省级农机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5个、蔬菜瓜果机械化生产基地1个、
农机维修中心1个。对适合乐清推广的农业机械和
设施装备发放扶持资金。 蔡宽元

“这次恒亮公司给我返利12万元，为新年生产提
供了一定的保障，我们也会把优质的蜂产品原料提供
给公司。”江山蜂农毛万雄高兴地说。日前，江山恒亮
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蜂
农、合作社社员发放返利红包共计450万元，以及补助
蜂农受灾受伤款8万元，让“甜蜜事业”更甜蜜了。

恒亮公司自创办以来，紧紧依托“协会+企业+
合作社+基地+蜂农”的五级管理体系，实现了蜂产

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攀升。
蜂农从蜂产品销售中所获得的收益也随企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同时所承受的市场风险也明显降低。恒
亮公司的合作社社员，生产了优秀的蜂产品（原料），
使公司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从利润之中拿出
一部分来返利给蜂农，确保了蜂农的利益和合作社社
员的利益，同时确保了恒亮公司原料的供应，原料有
了保障，也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行情不

好的时候，恒亮公司还会给蜂农作保护价收购。
近年来，恒亮公司凭借自身独有的品牌文化，

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尤其是工业旅游的开展，蜂蜜
饮料、蜂蜜醋新产品的开发成功，给公司注入了发
展的新活力。在 2018年市场经济总体形势严峻的
情况下，恒亮公司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可达 1.3 亿
元，其中出口额达 1500万美元，蜂王浆出口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 祝日耀

日前，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栎斜村的淡水鱼养
殖户朱咪辉收到人保财险鄞州中心支公司的6万元
赔款，他打算把这笔钱用于购买鱼苗。此前的一场
大雨使他养殖的部分鱼类逃逸，有了保险，总算挽回
一些损失。

2010年，朱咪辉在栎斜村承包了300亩水域，养
殖鳙鱼、鲫鱼、鳊扁等。他采用无公害养殖方式，平
时鱼儿不吃饲料，吃小鱼、小虾，因而鱼类也长得比
较慢，需要三年才能捕捞销售。正当朱咪辉期待有

好收成时，不期而遇的“菲特”台风过境，强降雨引发
的洪水迅即淹没了鱼塘，数万公斤大鱼顺着洪水逃
得无影无踪，损失惨重。“快有收成了，一场大水让我
们很伤心。”朱咪辉说。

2016年，鄞州正式推出淡水鱼养殖保险。保险
金额为 5000元/亩，保费为 200元/亩，除了各级财
政补助，投保人只要出 25%。朱咪辉第一个投保。
当年的一次台风影响，又使养殖塘大批鱼儿逃逸，
所幸的是，这次他得到了保险公司的 8万元赔款。

有了保险之后，相对来说减少了损失。此后，他每
年都投保。

除了保险，朱咪辉也获得了鄞州农村商业银行
的大力支持。他作为横溪镇农合联会员，不用抵押
或担保，去年就获得该行 14 万元“支农宝”授
信。他说，需要用钱时只需在手机银行上进行借款
和还款操作，非常方便，而且随借随还，目前贷款
余额还有 10万元，他期待着年底能有好收成，早
日还清贷款。 张文胜 杨露怡

票证收藏见证巨变

三门成为省级食品安全县

乐清加快推进农业“机器换人”

让“甜蜜事业”更甜蜜
恒亮公司去年返利蜂农450万元

保险助力，鄞州水产养殖户更有奔头

稻草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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