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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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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名单已公
布，舟山市定海区榜上有名，成为舟山市唯一入选的
县（区）。

自2017年3月成功列入全国第二批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区）创建试点以来，定海区扎实推进质
量安全体系建设，率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二
合一体系，试点建成“智慧监管App”网格化体系，不

断完善基层检测体系，创新农产品信用体系，以红黑
名单榜制度为依托，建立“农安定海”绿色信贷机制，
开发“农安定海”绿色信贷产品。

结合产地管理，定海在水稻、蔬菜、瓜果、畜禽、
茶叶等主导产业上推行绿色生产，改善和保护了农
业生态环境。在坚持绿色发展的同时，定海进一步
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积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不

断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面积。制定海
岛特色主导产品舟山晚稻杨梅、浙东白鹅、定海山茶
叶等标准化生产体系，制定蔬菜、瓜果、畜禽标准化
生产模式图，建立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应
急机制和舆情监测制度。近年来，定海全区未发生
一起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阿乐 晶晶

定海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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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江山市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通过寻找“国宝”伯乐树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发
现伯乐树数量已经达到2000多株，比2010年只有7
棵增加 288倍，刷新了历史纪录，这是目前“全省最
大的伯乐树种群分布地”“全国伯乐树分布北缘最
大种群”。

伯乐树，别名钟萼木、山桃花，伯乐树科伯乐树
属单种，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种，野生分
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区，由于破坏较为严重，
加之结实少，自然更新困难，野生资源已非常稀少，
在华东地区仅见于福建、江西和浙江三省，在浙江
也主要分布于仙霞岭山脉及以南各地山区。为此，
伯乐树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誉为

“植物中的龙凤”，有“植物界的大熊猫”国宝级植物
之称。

仙霞岭自然保护区范围涉及张村乡双溪口村、
廿八都镇周村村，属于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闽赣交界山地中多样性
保护关键地区，也是伯乐树的重要繁衍地。近年
来，仙霞岭保护区管理局把伯乐树列为保护区重点
监测对象，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力
措施做好保护。

2018年9月以来，在保护区的龙井坑、高峰、边
坑、中蓬、松坑泥坞等地，先后发现了一批伯乐树。
去年上半年，为了进一步保护好“国宝”，仙霞岭保
护区管理局研究决定，发动巡护员 8人、管理员 2
人，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寻找伯乐树活动。巡护员
们利用5~7月三个月的时间，冒着高温酷暑，早出晚
归，日晒雨淋，穿梭于高山峻岭，跨越深沟狭谷，足
迹遍布10万余亩保护区山林，把一棵棵掩藏在密林

中的伯乐树找出来，予以登记造册、定位上报。
来自周村村的巡护员陈玉水一个人找到了伯

乐树 901棵。他在距离周村村村委会 18公里海拔
880米左右的华竹坑深山坞，发现了一处伯乐树群
落，面积3亩，清点伯乐树218株，与硬阔叶林混生，
十分罕见。这是目前保护区内伯乐树最集中生长
的地方，具有十分重要的科考研究价值。

去年 8月开始，仙霞岭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带
领验收组，对巡护员上报的伯乐树一株一株进行检
查验收，并编号登记，树上挂上“身份证”。验收历
时三个月，终于完成了2000多株伯乐树的挂牌建档
工作。尤其可喜的是在高峰自然村边坑发现了一
棵伯乐树古树木，高 26米，胸径 51.6厘米，树龄200
多年，是目前保护区域内年龄最大、树身最高、直径
最粗的一棵“国宝”伯乐树。 祝日耀 罗水根

寻找“国宝”伯乐树活动刷新了历史纪录

植物界“大熊猫”9年增加288倍

笔者日前从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获悉，台
州市绿际农业有限公司应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柑橘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2019
年选送的“红美人”柑橘在“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类别中获得了省级擂台赛二等奖、台州擂台
赛金奖。

位于温岭市松门农场的成片果园是台州市绿
际农业有限公司的“红美人”种植基地，该果园目前
种植面积为135亩。眼下正是“红美人”柑橘采摘上

市的季节，在果园的温室大棚内，果农们忙着把成
熟的柑橘采摘下，然后擦净装箱打包。

公司负责人王芳介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通俗
地讲就是糖分含量，之所以在台州市能够技压黄岩
蜜橘及临海的涌泉蜜橘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与公
司正在应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柑橘
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有关。

“我们的‘红美人’都是以绿色的理念去种植
的，在我们的基地除草剂是绝对不去用的，因为要
保证土壤跟柑橘的品质，我们还用生物菌肥和有机
肥去施肥，这些都是由农技专家亲自来指导的。”王
芳说。

据了解，“柑橘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项目，主要示范技术有开展以修剪和清园为
主的农业防治、以诱虫灯和色板为主的物理防治、

以保护和利用天敌资源为主的生物防治，以伏质矿
物油结合农药新产品的复合化学防治等；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增施畜禽肥、饼肥等有机肥，施用微生物
肥和生物有机肥等高效新型肥料，开展果园绿肥种
植等，项目主持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

为了种出高品质水果，去年该公司还投资 240
多万元，在135亩的种植基地搭建起了温室大棚，实
施避雨栽培。王芳说，大棚建与不建，效益差很大，
2017年“红美人”果树头一年结出果实，结果碰上雨
雪天气，橘子减产严重，亩产只有1000斤左右。

2018年是“红美人”柑橘的第二年挂果，不仅橘
树住进了温棚，还应用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去年
的产量达到了每亩 3000斤，比上年的亩产 1000斤
增长了2倍。王芳预测，等到丰产期的时候，果园的
产量还会增加，估计亩产在五六千斤。 江文辉

应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技压黄岩、涌泉蜜橘

温岭“红美人”收获“惊喜”

“我今年在水稻田里试验养殖青蛙，两项合计
亩产值达到了7万元左右……”日前，浙江余姚市永
帆青蛙养殖有限公司经理陈明祥说起他青蛙和水
稻混合种养的经济效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关注市场嗅商机
今年 55岁的陈明祥是余姚市低塘街道郑巷村

的一位农民，他开过食品厂，也搞过食品批发。
2017 年 3 月，陈明祥去云南调查食品市场行

情，正在宾馆休息的他看到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
目在介绍湖北荆州一位农民养殖青蛙致富的故事，
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第二天，陈明祥就立即赶往湖北荆州，找到了
这位养殖青蛙的农民。

“青蛙比牛蛙口感好，肉质鲜美，在餐桌上越来
越受欢迎，价格也高。但是野生青蛙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开展青蛙养殖，既可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能
促进天然野生资源的恢复，因此青蛙养殖具有一定的
市场和产业前景。”荆州的蛙农这样对陈明祥说。

在考察、了解了荆州的青蛙养殖场后，陈明祥
决定开始跟这位蛙农学习青蛙养殖技术。

陈明祥在这位蛙农那里吃、住了一个多月，慢
慢地学会了建蛙池、分公母、收集蛙卵、各个生育阶
段管理、预防疾病等一整套青蛙养殖技术。

摸索技术辟出路
回到余姚以后，陈明祥投资 30多万元，在村里

建起了一个规模为 6亩的青蛙养殖基地，养殖的青

蛙品种，选择了经济效益比普通的牛蛙、美国青蛙
都要好的黑斑蛙。

养殖青蛙并没有陈明祥想象的那样顺利。虽
然学习了养殖技术，但是当自己独自操作时，由于
经验不足，陈明祥花钱购买的50万只蝌蚪还没有长
成幼蛙，就损失了一大半。

蝌蚪的死亡给了陈明祥不小的打击，但是倔
强的陈明祥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既然认准了一
件事就要干到底，要通过努力，把它做成功。

“养殖业种植业本来就是风吹日晒、早出晚
归的活，不管多辛苦，既然开始了就不能半途
而废。”陈明祥凭着这份坚持与信念，继续投入
到青蛙养殖中。他总结失败的原因，查阅资
料，咨询专家，向其他养殖户讨教经验，反复
摸索养殖技术。他每天至少观察青蛙 3 个小时，
不断做记录，从蝌蚪开始，研究它们的习性，
掌握消化、疾病等情况，对待这些青蛙比照顾
自己还细致。

通过不断摸索，陈明祥慢慢找到了门道，探索
出活水孵化、蝌蚪成蛙同池放养、高效人工驯化喂
养颗粒饲料等先进科学的养殖方式，同时还对养殖
基地进行合理规划，分为活水孵化区、蛙苗孵化区
等不同片区。

2018年，陈明祥又在绍兴上虞扩建了 50亩青
蛙养殖基地。青蛙上市季节，除了商贩们大批量的
订购外，上虞、余姚、慈溪等地的一些农家乐餐馆也
纷纷下订单，节假日更是供不应求。2018年，陈明
祥的青蛙田亩产值达到了6万元。

效益农业谋发展
2019年初，陈明祥又在村里流转了 40多亩土

地，并将青蛙田全部改造成了“稻蛙田”，尝试水稻
和青蛙混合种养。

从外表看，“稻蛙田”与普通农田没有区别，只
是多了一条条水沟，青蛙就隐藏在水里，稻田四周
围起了半米多高的网。在稻田四五米高的上方，有
一张更大的网，覆盖着整个养殖场，形成一个相对
封闭的空间。“水稻田可以给青蛙提供食物，而青蛙
粪便也能够肥田，相对减少了种养成本。”陈明祥
说。

青蛙是30多种农作物害虫的天敌，一只成蛙每
天可捕食害虫 100只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农田卫
士”。稻养蛙，蛙护稻，混合套养的方式形成了小范
围的生态平衡。除了一些不得不使用的生物农药
外，陈明祥的“稻蛙田”不使用常规农药和化肥，尽
可能做到生态环保，提升稻米的品质。

2019年 9月底，陈明祥的 100多亩“稻蛙田”获
得全面丰收。从亩产来看，“甬优1540”水稻250公
斤以上，黑斑蛙2000公斤以上。同单独种水稻或者
养青蛙比较，这样产量比较小，但从综合效益来看，
这种“水稻+青蛙”的混合种养模式则远远超过了传
统农业。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将基地扩大到 600
亩，进一步优化‘水稻+青蛙’种养模式，让它更简
单、更高效，从而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致富。”陈明
祥对自己的绿色产业充满着自信。 王文苗

余姚一养殖场开创农业种养增收新模式

青蛙和水稻相得益彰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义县履坦镇叶长埠村
在古埠码头举行水上婚礼，喜迎新年。

当日，经修缮后的叶长埠村原金华大路古玩
街开街，该村在古埠码头举行热闹的“水上婚礼
迎新年”民俗活动，助推乡村旅游。

张建成 文 李云升 摄

武义水上婚礼迎新年

日前，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小羊山村，村民吕海华
一家迎来乔迁之喜。挂灯笼，贴窗花，一家老小兴高采烈，
忙着布置新家。

新年前夕，小羊山村有581户、1800多人陆续从山里
搬到山外，住进了由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民居新村，不仅
有效地保护了老虎潭水库周边的生态环境，而且改善了生
产生活条件，加快了致富步伐。 邓德华

生态移民搬新家

元旦至春节期间，菜农迎来蔬菜销售“黄金期”。长兴
县虹星桥镇宋高村为确保农户及时抢收蔬菜，供应周边市
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三服务”工作，走访农户，帮助采
收。

图为1月2日党员志愿者在蔬菜大棚帮助农户抢收芹
菜。该农户有64亩大棚，每日需采收5000多公斤蔬菜。

陆一平

蔬菜旺季抢收忙

在建德市航头镇溪沿村的隆泰园艺场温室大棚里，花农
们日前正忙着对2万多盆仙客来精品鲜花进行培育管理。

新年伊始，姹紫嫣红、色彩斑斓的仙客来鲜花一天比
一天艳丽，该种植场每天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分别
销往上海、江苏及浙江等省内外市场，每盆价格在20~30元
之间，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宁文武

新年伊始鲜花俏销

位于玉环市玉城街道江岩岛上的斯摩格小屋的塑胶
鱼类模型日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江岩岛是一个纯渔业村，岛上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名声
远扬。近年来，江岩村大力开发多元旅游资源，并建起农
家乐，让当地村民走上致富路。 倪建军

渔技科普成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