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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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阳田
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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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寿仙谷药业组培中心技术人员日前在
恒温、恒湿、无菌的工作台上，忙着接种铁皮石斛
组培苗。

寿仙谷药业是《中医药-铁皮石斛》ISO国际
标准、国家铁皮石斛质量标准制定承担单位，年
组培自己选育的优良铁皮石斛新品种苗“仙斛1
号”“仙斛2号”“仙斛3号”共1.2亿株。

图为技术人员在培养室捡查新接种的铁皮
石斛组培苗生长情况。 张建成

组培年育亿株石斛苗

说起种菜，我们一般认为是种在田里，或者
是看上去高大上的营养液里。但在余姚市小曹娥
镇朗海村的云鹏农场，各色蔬菜却被种在了铺满
石子的栽培床里。该农场负责人姚松云告诉笔
者，每当收获时节，只要轻轻地将菜拔起，然后
简单冲一下水，就成了时下最流行的那种净菜。

走进云鹏农场高大敞亮的连栋大棚，农场技
术人员高飞正在忙着整理刚收完芹菜的栽培床。
在铺设好底层的陶粒和上层的砾石后，高飞居然
把菜秧直接种在了碎石中。“陶粒主要起到锁水的
作用，它能保持蔬菜根部一直都是湿润的状态。
而石头里微量元素比较丰富，让蔬菜的根系扎在
石头上，蔬菜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就会更全面，
蔬菜也会生长得更好，吃起来也更健康一些。”高
飞说。

而在长满各类蔬菜的栽培床里，从旁边沟渠
里抽上来的养殖尾水，正全天候不停歇地注入到
铺满砾石的栽培床，并通过每天近 50 次的水体交
换，和工厂化养殖在环形沟渠里的鱼类，形成了
一个鱼、菜共生的新型复合耕作系统。

据了解，这个系统的主要原理，就是利用鱼
粪给蔬菜提供养分，蔬菜把鱼粪里的养分吸收以
后，就自然净化了水体，然后净化的水回流到鱼
池，这样不断循环利用，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铺满砾石和陶粒的木质栽培床，叫硝化滤
床。在这床里，富含营养物质的养殖尾水，通过

附着在陶石表面的硝化细菌，把水体里对鱼有害
的氨氧转化成蔬菜能吸收的营养成分——硝酸
盐，从而形成资源互补共生的闭锁循环系统。使
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这两种原本完全不同的农耕
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
生。

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经过硝化反应处理后
的水体，在抵达一定高度后，利用虹吸原理会
自动排泄到沟渠里。而随水流冲刷下去的或是
人工投喂的蚯蚓，在让鱼类获得更多高蛋白活
体饵料的同时，也顺利实现了养鱼不换水而无
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
应。

更让人高兴的是，通过水体在种植和养殖间
的有效转换，既能有效避免种养过程中土壤重金
属的残留影响，又能充分利用水体中的营养物
质，提升能量转换效能。目前，云鹏农场鱼菜共
生系统仅用传统农业10%的水量，就能用1公斤鱼

食，产出50公斤的蔬菜和0.8公斤的鱼。同时，工
厂化养殖密度达到了外塘养殖的10倍以上。

为了避免农药造成鱼和有益微生物种群死亡
和系统崩溃的现象，系统还采用物理和生物防虫
手段相结合的办法，生产全程不使用任何农药，
蔬菜拔起来就可以直接吃。姚松云表示，“有了这
个模式，就要把它推广出去，不但要让我们全家
吃的开心、吃的放心，也要让全社会每个老百姓
都吃的开心、吃的放心。”

今年55岁的姚松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
一直从事棉花种植、收购和加工业务。2013 年，
有志于现代农业的他投入 100 多万元，搭建了 12
亩的大棚，开始从事草莓和盆栽菜等高效果蔬的
种植。2014 年，姚松云又在其中的 6 亩标准大棚
里全部种上了用基质培养的盆栽菜。由于全程采
用了无公害设施栽培技术，每盆价格达到 18 元的
活体菜，很快成为市内外众多高档宾馆和饭店的
抢手货。去年，该农场的盆栽菜年产量达到 8 万
盆，产值超过了150万元。

在成功掌握盆栽菜种植技术后，2015 年，一
直注重蔬菜质量的姚松云又投入 100 多万元资金，
把眼光盯向了国内刚刚起步的鱼菜共生技术。“当
时我们也挺困难的，招了好多技术员都搞不成
功。后来请来了技术员高飞，经过两年多时间的
研究，我们这个鱼菜共生项目终于成功了。”姚松
云说。

目前，云鹏农场利用原有的盆栽菜销售渠
道，把鱼菜共生系统产出的优质鱼菜推销到了附
近的各大宾馆、饭店。同时，还开始着手利用网
络渠道以及观光农业和 DIY 潮流，将农场生态种
养的鱼菜推广到千家万户。

王文苗

用10%的水量和1公斤鱼食，就能产出50公斤蔬菜外加0.8公斤鱼

鱼菜共生，石头上种出了生态菜

“每月只需交生活费 200 元，在这里吃饭、娱
乐，既方便又实惠，不必操柴米油盐的心。”73岁
的江山市塘源口乡前墩村村民柴珠高高兴地说。

地处深山区的前墩村老年食堂看起来较简
陋，但卫生整洁，老人们在这里聊家常、打打
牌、看电视、看报纸，其乐融融。前墩村村委会
主任柴根禄介绍，该村有 10 多位留守老人，儿子
媳妇在外面打工，村两委干部考虑到老人们生活
孤独，也不太安全，经研究讨论后把这个养老中
心办了起来。为了让老人在食堂里能吃上可口的
饭菜，村里专门聘请了本地一位有烹调经验的妇

女做饭菜，尽量让老人们吃的满意。
新塘边镇毛村山头村2017年投入15万元建起

了居家养老中心食堂，其中日常在居家养老中心
食堂就餐的有42名，占总数的31.82%。老人们都
把食堂当成自己“第二个家”。为弘扬尊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每周二、四，村居家养老食堂免费为
村里 8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中餐，同时，每周日还
为村里 14 名留守儿童免费提供中餐。毛村山头村
党支部书记周勇强说，该村居家养老食堂经济来
源，主要是村里乡贤和党员干部的爱心捐款，目
前已经筹集了爱心款近4万元。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农村中青年
劳动力转移，“空巢老人”现象日益突出，老人的
生活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为
此，江山市迎难而上，从实际出发，通过多种
措施，加快推进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
助餐配送服务扩面工作，兴办了一批老年食堂，
为老年人营造了温馨幸福的生活环境。据了解，
目前全市已建立了老年食堂、照料中心等养老服
务机构 160 多家，以多种形式推广助餐配送餐服
务，让留守老人们共度幸福晚年。

祝日耀 岳姜波

“浙江舟山籍‘欣海1229’渔船一名船员疑似内
脏出血急需救援，你舰立即前出，实施救援!”

当地时间1月10日，在印度洋某海域进行渔业
作业的一艘浙江舟山籍渔船上发出求救信息，1 名
渔民不幸被重物撞击前胸急需救治。

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迅
即派出骆马湖舰，连夜疾驰570余海里，前去实施救
援。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千里大驰援，在波涛汹涌的
大洋上演。

1月15日，笔者从舟山宁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了解到，“欣海1229”渔船是该公司下属远洋渔业捕
捞作业船，于2018年3月31日从浙江省舟山市墩头
码头出发，前往印度洋海域进行渔业捕捞作业。

北京时间（下同）2019 年 1 月 10 日中午 12 时，

公司接到“欣海 1229”船东邬加杰报告，湖南籍
船员王立平在工作期间受伤，请求公司联系医疗
船就医。因担心伤者可能有内出血，海上的医疗
条件有限，公司决定放弃海上就医，确定进阿曼
港口治疗。

在国家农业农村部、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中国
水产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及中国水产有限公司驻阿
曼办事处的全力帮助下，该船办理好各种进港相关
手续后，于17时40分进入阿曼东南200海里处。

18 时，就在全速向指定锚地前进时，相隔 570
多海里处，我国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31批护
航编队的骆马湖舰与渔船取得联系，在确认船名、
呼号、海上移动识别码后，开始对跑，进行援救。

在航行过程中，骆马湖舰每隔 2 小时便与渔船
联系，询问病人情况和船舶位置。11日15时，骆马

湖舰比预计时间提前半小时与渔船相遇，并且派出
医疗官兵登船。经过 2 个小时左右的检査，受伤船
员体温、脉搏、心肺物理检査正常，胸腹部无积液，
排除内脏破裂出血可能，船长邬方亚与船员们终于
松了一口气。

“我们在海上遇险，真的很紧张，只能拼命向指
定港口航行。”15日下午，笔者通过卫星电话联系到
邬方亚，“在海上，我们就像无助的小孩，看到祖国
的海军，就像见到了妈妈一样，有了安全感。”邬方
亚表示。

舟山宁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谦超表
示，此次也是出乎意料，不仅得到了相关部门与同
行单位的帮助，海军更是神速赶到救援。“感谢我们
强大的中国海军、海军骆马湖舰，在海外对我们远
洋船员的救助！” 余若望 林上军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海上千里大驰援

舟山渔民：祖国给我们安全感

江山建起160余家农村“老年食堂”

随着沿海小型船舶的纳规管理，港区一些无牌
无证的小型船只被列为“三无船”，成为清理取缔的
对象。近日，温岭市松门镇农渔办组织海洋渔业、
原礁山边防派出所等单位联合开展“清港行动”，重
点对礁山港区松寨村泥螺礁区块的小型“三无”船
舶进行清理取缔。

小型船舶，主要指港内交通船、海岛交通船、养
殖辅助船等，温岭市曾专门出台《沿海小型船舶纳
规管理暂行办法》和《养殖船舶管理暂行规定》，并
率先在台州市对小型船舶实行组织化、规范化管

理。根据自愿申报原则，并经过多方协商，松门镇
共有 159 艘小型船舶被纳规管理，有效填补了管理
短板。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巡查至松寨村泥螺礁区
块时，发现潮水涨上来后，这里停放着数十艘的
小型“三无船”，有钢质船、泡沫船，也有玻璃
钢船，遂对这些“三无船”进行了全部清理取
缔。

经统计，当天共取缔小型“三无船”13 艘，
包括钢质船 1 艘、泡沫船 8 艘、玻璃钢船 4 艘，这

些船只全部被拖至某船厂进行统一切割肢解。据
了解，从今年1月1日开始，该镇加大了小型“三
无船”的清理取缔力度，已缴获 21 艘小型“三无
船”。

镇农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去还将继续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海上及港岙的巡查打击
力度，小型“三无船”一经发现，一律予以清理
取缔，并切割肢解，保证小型船舶纳规管理取得
实效。

江文辉

松门清港行动缴获21艘“三无船”

在温岭市滨海镇，无人机镜头下，整齐的葡萄大棚成
为一片亮丽的银色世界。

近年来，温岭市推广葡萄外天膜、内天膜、地膜“三膜
覆盖”促成栽培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获国
家发明专利。目前，温岭全市种植大棚葡萄56000多亩，产
值60500万元。 刘振清

葡萄进棚

玉环市龙溪镇西瓜苗嫁接户李根青的工厂大棚内，3
名女工正在娴熟地嫁接西瓜苗。

借助大棚反季种植的优势，嫁接户们早早地做好全程
服务的准备，一边加班加点嫁接，一边利用空调进行加温
催苗，以便保质保量完成客户所下的订单。 吴达夫

订单农业嫁接忙

这些天，在绍兴市柯桥区安昌街道仁昌酱园，制酱工
人正利用古法制作传统酱油。

去年，柯桥区大力创建“名特优食品作坊”，制定了“一
品一策”工作方案，召开了名特优作坊推进会，以点带面、
树立标杆，推动全区传统特色食品发展。目前已成功创建
8家，涵盖酱油、安昌腊肠、柯桥豆腐干、粉丝、蜂蜜等传统
食品。 钟伟 赵炜

名特优食品作坊创建

在建德市杨村桥镇绪塘村金莓果类专业合作社的生
产车间，十多名草莓“管家”正忙着分拣莓农刚采摘的
1500多公斤冬季草莓鲜果，准备通过微信、专车代送等形
式销往市场。

今年以来，该合作社当起周边近百位种植户的草莓
“管家”，为他们及时提供信息、价格、收购等一条龙服务举
措，奏响了一首与莓农合作共赢的增收致富曲。 宁文武

草莓管家

农场员工正在收获成熟的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