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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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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农商银行贷款支持下，开化晨南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种植了350亩无花果。由于全程使
用有机肥培育，其无花果香气浓郁、味美甘甜，去
年产量达3万余公斤，销往北京、上海、山东等地，
销售额达280余万元。

在“减费让利”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当地农商
银行又帮该公司办理了一笔60万元的“惠农贷”
贷款，专项用于无花果种植经营。公司负责人表
示，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增长25％。

图为开化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向公司负责人了
解无花果产销情况。

齐振松 徐盛

开化无花果“开花结果”

抗台救灾

“药材好，药才好”。浙江道地药材很多，以“浙
八味”最为有名。浙贝则为“浙八味”药材之一，因
其质量好、应用范围广及疗效佳而为医家所推崇。
然而，传统浙贝因优良品种少、抗病性差、品质劣等
原因，影响浙贝产业做大做强。

“过去‘浙贝2号’一个种下去只能长出来2个，
繁殖率太低，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浙江省中
药研究所所长王志安说。

王志安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一名科技工作者，
同时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国家中药材产业体系岗位
科学家。他欣喜地告诉记者，经过数年攻克，省中

药研究所团队联合浙江万里学院等单位成功育成
了“浙贝 3号”新品种。与传统品种相比，其药用指
标成分高，所含贝母素甲乙总量超过《中国药典》规
定标准含量的 50%以上，同时还具有生长整齐稳
定、繁殖力高、抗病虫害能力强、枯苗迟、品质优等
特征。

“现在‘浙贝3号’一个种下去能长3个，通过增
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王志安说，“浙贝3
号 ”具 有 晚 枯 特 性 且 产 量 高 ，平 均 亩 产（鲜）
1260.8kg，比“浙贝 1号”增产 27.6%，为农户增产增
收奠定了种源基础。

2017年，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章溪村农户周忠
福试种2亩“浙贝3号”，产量增收25%，净增收8000
余元。2018年，周忠福扩大“浙贝 3号”种植面积，
达32亩，当年新增收入约10万元。

目前，“浙贝 3号”已被列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的主导品种，2015 年以来，已累计推广 10000 余
亩。在不增加其他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每亩可以增

收2000元以上，保守估计新增收益超过2000万元。
“华为有个战略研究院，关心 5年以后的事情，

负责 5年以上的前沿技术的研究。”育种和手机研
发，原本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行业，在王志安看来
却存在着共性，他将自己的育种工作与华为研究院
对标，“做品种一定要围绕着产业的需求，育种工作
者要思考未来 3~5年之内产业上需要什么样的品
种。”王志安说，除了紧紧围绕产业需求进行前瞻性
地种苗培育，还要考虑加工效率的问题，如果品种
很难处理，企业购买你的品种的意愿也会随之降
低。与此同时，也要考虑这项技术农民是否用得
起，品种是否符合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等。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郝宇

年初以来，绍兴市上虞区结合美丽乡村PPP项
目建设计划，安排下管洙凤、管梁、联新桥、陈溪天福
庵、岭南青山等16个闲置资源激活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共计投资 5550万元。日前，这些项目已开始进
行规划评审。

闲置农房激活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是富民强村的有力保障。从 2017年底开始，
该区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紧扣发展主题，深
化激活计划，做到谋篇布局和项目落地两手抓。目
前，上虞区已激活闲置农房共计37.8万平方米，吸引

5亿元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带动增收年均达 1650余
万元，走在了绍兴市乃至全省前列。

该区岭南乡沐格山居所在地原先是一些荒废破
旧老房。随着民营资本涌入，不仅激活闲置农房近
2000平方米，还带动激活闲置土地、山林30亩，扮靓
村景的同时，更带动了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沐
格山居并非一枝独秀，下管镇洙凤村打造的青柠主
题餐厅和乡村客厅实训基地已投入运营，陈溪雪花
谷民宿、墨隐居·花墅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近两年的时间，我区不断出现了创新性的做

法，比如下管镇闲置农房激活示范村创建、盖北镇
‘一村一幢楼’项目实施等。”闲置农房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

接下来，通过资源精准摸排，上虞区将以曹娥江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为纲，打造有序、多业态闲置农
房激活模式，进一步夯实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示范
区创建基础。同时，对前期摸排的 23个项目，根据
项目成熟度及进展情况制定“一点一策”项目推进方
案。该区还首次进行民宿等级评定，评出金宿级民
宿3家、银宿级民宿7家。 陈晓潮 张汉锋

上虞激活近40万方闲置农房

“这笔贷款来得太及时了，这样我就能尽快补
种秧苗了。”8月 13日，三门农村商业银行授信浦
坝港镇泗淋村村民林才进30万元专项救灾贷款，
吹散了他心头的愁绪，领到贷款后他高兴地说。

林才进是三门县的水稻种植大户，受超强台
风“利奇马”影响，1400亩农田700多亩受灾，直接
损失二三十万元。为帮助农户灾后重建，三门农
村商业银行及时“雪中送炭”，为他授信了30万元
的贷款资金。

针对当前受灾农户和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
三门县金融系统担当作为，全力救灾，在资金保
障、精简手续、利率优惠等方面倾力支持。

当地的中国银行加快贷款审批进度，开放贷
款借新还旧业务，降低了企业周转资金成本；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分别落实3亿元的信贷专项资
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泰隆银行设立“灾后援建
专项低息贷款”“灾后援建专项支小贷”“灾后援
建专项接力贷”，解决客户灾后重建困难，并对
救灾资金总额度上不设限制；银座村镇银行制定
受灾情况一户一策帮扶措施；邮储银行对受灾存
量客户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利率优惠政策……银
企携手共渡难关，情暖蟹乡。

截至8月15日，各行比学赶超，争取到救灾贷
款额度达20.79亿元，已经发放灾后重建贷款2.57

亿元。接下来，专项信贷资金还将陆续到位。
三门县金融办主任陈卫国介绍，除了加大专

项贷款力度，保险系统也迅速启动农业保险理赔
机制，成立了 6个涉农保险应急预案工作小组，
主动联系投保农户，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查
勘、指导，并安抚灾后受损农户的心理，对其遇
到的条款政策理赔服务方面的难题给予充分解
答。

下一步，该县将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畅通
信息、渠道和服务，在全县进一步营造金融支持和
服务民营企业、服务“三农”的良好氛围，让农户和
企业早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朱曙光 李贝妮

三门金融系统争做救灾“及时雨”

“此次 （利奇马） 台风二蒜岛损失惨重，鸡
舍倒了，忍痛割肉处理会生蛋老母鸡，品质绝
对优级……”这几天，石塘镇二蒜岛“岛主梁
剑凌”在朋友圈里多次发送信息，盼望大家帮他
处理受灾后的母鸡，渡过难关，重建二蒜岛上的
码头、鸡舍等设施。

梁剑凌是石塘镇中心村人，早年做活水产生
意时，赚了一些钱。很早以前，他就看到二蒜岛
开展水产养殖和发展休闲渔业的广阔前景，2003
年3月，梁剑凌和石塘镇政府签订了《二蒜荒岛
旅游开发合同》，镇政府将二蒜岛及其周边海域
无偿给梁剑凌开展经营，供梁剑凌从事养殖放牧
和狩猎、旅游、休闲、娱乐等综合开发使用。双
方约定使用权限是 30年，前三年梁剑凌免费使
用，此后 27年每年交付镇政府环境资源保护费
4000元。梁剑凌于是成为温岭乃至台州第一位

“现代岛主”， 他注册成立了温岭市昌盛海岛养
殖放牧园，在岛上进行开发。2007年 11月 2日
晚，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致富经》栏目播出梁剑
凌包岛事迹专题片。因为旅游资源丰富，这些年
来，吸引了许多游客上岛游玩，二蒜岛还曾获
2015年度温岭“十佳人气景区景点”。

早在 2004年 10月 28日，笔者就曾跟随梁剑
凌探访其“希望之岛”。8月 14日上午，笔者再
次前往二蒜岛：南边的码头已被台风掀起的巨浪
破坏了一大片，仅残余部分，带着“八戒”
（狗） 前来迎接的梁剑凌满面倦容，与以前精神
的他判若两人。

随后，梁剑凌和小工王友清一起带笔者去看
了生活区、猪舍、倒塌的鸡舍等处。在“利奇
马”来袭前一晚，梁剑凌接到亲友电话后，和王
友清一起冒险开着三轮电瓶车翻岭，将鸡舍里的
鸡搬到生活区东边的附属房内，因为人手不够，
还有五百多只来不及转移，在此次台风中损失
了。

梁剑凌介绍，“利奇马”是他继“云娜”台
风后所见过的最大的台风，“那天晚上爬起来看
时，看到浪打到钢索 （指码头上空的那条） 这
里，这次台风特别的猛，把码头也破坏了。还有
新建的鸡舍也倒了，厨房屋顶倒了，太阳能电
站、风力发电机都被破坏了。除了这些外，岛上
种的中药材，像黄精、白芨，果蔬如南瓜、冬
瓜、青椒、番薯、空心菜、木耳菜等，原来都不
怕台风，这次在台风中几乎都被一扫而光，岛上

二三十亩的番薯全部被毁了。”梁剑凌说，经过
十几年的开发，他在岛上种番薯、种豆、种盘
菜，用种出来的番薯、盘菜等养殖猪羊，再用猪
羊鸡粪等种庄稼，不施化肥，实现原生态种植。
去年 6 月，他首次引进了藏香猪，这种被称为

“人参猪”的猪在西藏只能养到50公斤左右，在
这里可长到 75公斤，很受市场欢迎，目前繁育
了上百头，幸好在此次台风中没有损失。

梁剑凌说，自“云娜”台风以后的十几年，
遇到台风时损失都还能承受，但这次台风袭击，
对岛上的畜牧业发展打击较大。

二蒜岛海岛放牧园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剩下的
2000多只鸡，其原因一是复建码头要有一段时
间，没有码头，鸡饲料等难以运上岛来。二是藏
香猪野性较大，因为隔离网被台风打坏了，鸡暂
放养在生活区内，发现猪有叼鸡吃现象（还会叼
羊）。所以，只能忍痛处理这批鸡，等鸡舍重建
好后再次养殖。这批被他称为“霸王海鲜鸡”的
鸡，前不久还吸引了中央电视台 11频道 《探索
发现》 节目组关注，并上岛拍摄了专题片。

黄晓慧

“利奇马”重创温岭二蒜岛海岛放牧园

台州包岛第一人呼吁帮其渡过难关

贝母素甲乙总量超过《药典》规定标准50%以上，比老品种增产约三成

浙贝3号短短数年推广100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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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市张村乡玉坑口村郑洪兴的妻子王元元在自家
园内采摘猕猴桃。

2015年，原在外打工的郑洪兴夫妻俩回到山村种植徐
香猕猴桃1000株，20多亩。经过精心培育，今年猕猴桃喜
获丰收，每亩收益可达上万元。 金超水

喜摘猕猴桃

眼下正是早稻收割时期。今年，三门县早稻种植面积
2万多亩，许多早稻被第9号台风“利奇马”刮倒在田。

图为健跳镇南塘村种粮大户何永杰趁着天晴，组织人
员抢收早稻。 朱曙光 陈维连

抢收早稻

在建德市航头镇珏塘村根洪家庭农场生产车间里，农
场主范根洪每天忙于组织十多位村民采收、加工鲜莲子。
今年，范根洪通过流转土地，种植了100多亩白莲、太空莲、
赣莲等优良品种的莲子。

范根洪家的莲子自7月初开始采摘，预计可采收到9
月中旬。目前干莲子每公斤销售的价格在90~100元之间，
预计平均亩产值可达4500~5000元。 宁文武

莲子加工

近日，武义县益农信息中心组织杭州、金华及本县农
产品网络销售负责人，与各村种养大户及村信息员现场对
接，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

图为网商现场看样订货。 张建成

产销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