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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可烘干稻谷2万多吨

“这些稻谷烘干机，日烘干稻谷
能力达500多吨。”日前，记者在江山
市佳源家庭农场看到，一台台高 9.5
米、宽 1.72米的“大家伙”竖立在高
大宽敞的厂房里，江山市石门镇种
粮大户张中海正忙着给农户烘稻
谷。张中海说，这些“大家伙”就是
稻谷烘干机，共有48台。

眼下，张中海除了给自家农
场种植的 2600多亩水稻进行稻谷
烘干，还为浙江江山、常山、开化和
江西玉山、福建浦城等乡镇的农
户提供稻谷烘干作业。去年，他
替种粮大户与散户共烘干稻谷
1.6万多吨。

2014年下半年，张中海流转了
600多亩田地开始种粮。一开始种
粮，张中海就走“机器换人”的道路，
投入 30多万元，买了 2台联合收割
机、2台稻谷烘干机，还有高速插秧
机、耕田机等农机。

张中海说，规模化种粮的好处
是政府补贴不少，种早稻有补贴，购
农机也有补助。在规模化种粮上，
他舍得花钱买农机。种粮第二年，
他又新买了10台稻谷烘干机。

“以前，农民种粮食，每年都要
为收割后的稻谷翻晒问题伤脑筋。”
张中海介绍，前些年稻谷收割后要
人工翻晒，一家农户种四五亩早稻
就够忙碌了。没有稻谷烘干机，规
模化种粮风险不小。遇到连绵雨
天，刚收割回来的稻谷会发生霉变、
发芽等情况，造成损失。

考虑到自己规模种粮的因素，
同时，不少农户与种粮大户缺少
稻谷烘干机，张中海便多次购置稻

谷烘干机。2015 年，衢州地区阴
雨天气多，张中海的 12 台烘干机
几乎没有停过。“烘了早稻，继而就
烘中稻，再是晚稻。”张中海说，那年
他为石门、峡口、凤林、贺村、清湖、
长台等 6个乡镇的农户烘干稻谷达
6500余吨。

“今年，随着服务范围的扩大，
估计一年烘干稻谷可达 2万多吨。”
张中海说。

替农户代育秧全年96万盘

江山市佳源家庭农场创办于
2013年5月，是集育秧、机耕、机插、
统防统治、机收、烘干、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粮食生产产销融合基地。

2020年年底，为了更好地开展
粮油全程机械化服务，张中海的农
场以“集约化”为导向，引进设施农
业智能调控装备，新建育秧大棚
6000平方米。育秧中心一建成，他
就在 2021年 3月开始育秧。智能
化育秧，大棚内的温度和水分是根
据秧苗生长需要进行智能化调节
的，再也不用担心露天育秧会遇到
的“倒春寒”问题了。更重要的是，
出苗率高，秧苗质量好，有利于后
期管理，农场能提高早稻和晚稻的
产量。

“现在，农户自己育秧，成本太
高，因此不少散户与种粮大户喜欢
农场工厂化培育的秧苗。”张中海
说，他的农场机械化程度高，育秧的
成本低，因此他育秧能赚钱。

今年，张中海还引进水稻高速
精量播种生产线，以及育秧码垛机
器人等设备，原先还需人工进行的
上土、秧盘码垛等工序，现在也由机
器设备代替，生产效率在不断地提

升。“之前我们两条流水线共配备 8
个人，每天做出秧盘数量在 8000盘
左右，新设备投入后，在人员不变的
情况下，每天平均可完成代育秧订
单3万盘。”张中海说。

目前，江山市佳源家庭农场有
连栋育秧大棚12176平方米、叠盘暗
室145平方米，引进育秧自动流水线
2条，年提供机插秧苗 96万盘，带动

水稻种植机插秧面积 2.3万余亩。
另外，该农场还拥有各类农机设备
百余套，全年农机作业服务面积达4
万多亩。

“去年，农场年利润超百万元。”
张中海告诉记者，依靠科学种粮致
富的同时，他一年要支付农场的雇
工工资达230多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可润）
眼下，正值番薯的收获季节，衢江
区莲花镇里黄村的 40亩小番薯
迎来了丰收。村民们在地里忙着
挖番薯、去泥、装箱，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笔者观察到，挖出来的小番
薯个头均匀，圆滚滚、胖嘟嘟、颜
色鲜亮，每一株结薯都有7个到8
个。“我家的番薯种植面积约 180
亩，批发卖给商家，2.1元一斤，挖
好就叫商家过来收。”番薯种植户
金炎洪说。

金炎洪种植番薯已经有 10
多年历史，这次挖的这块地将近
40亩，他每年下半年开始种植，
每亩产量1500多公斤，全家总收

益达 15万元左右。番薯挖出进
行挑拣后，由固定买家上门收
购。番薯种植产业的发展，不仅
给种植户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
口就业的机会。

在田里忙着收番薯的农户，
都是里黄村村民。村民祝雪姣和
丈夫已经在金炎洪家干了三四
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过来
收番薯赚点钱。夫妻两人搭配干
活，一天挖 60 筐番薯挣 720 元
钱。据了解，不仅金炎洪种植番
薯，里黄村许多村民家里也种植
番薯。如今，里黄村番薯种植面
积达到 200余亩，年总产量超过
30万公斤。

番薯大丰收“甜”地忙收获

本报讯（通讯员 高璇）近
日，在龙游县东华街道鸡鸣村农
村家宴厨房里，“鸡鸣保洁”的工
作人员正忙碌地进行清洁工
作。扫地、拖地、擦玻璃，他们在
一丝不苟地打扫着厨房的每一
个角落。

“鸡鸣保洁”是鸡鸣村强村公
司——浙江芳华建设有限公司的
一个重要业务部门，主要经营高
端家政、物业管理等业务，本村妇
女经过专业培训后就可以上岗，
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增加
了村民收入。“我就是鸡鸣村人，
村里有许多剩余劳动力，离龙游
城区也比较方便，所以可以带动
村民一起赚钱。”“鸡鸣保洁”业务
经理刘霞说。

“自从我们村建立公司以后，
给个人、集体都增加了不少收入，
我们之前只能在外面找零工，没
有稳定的工作。”浙江芳华建设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杨金星高兴地
说，“自从村里成立了强村公司
后，大家可以在自己家门口挣到
钱，也让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

近年来，龙游县充分发挥区

域资源优势，围绕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探索“强村公司”发
展新模式，走出了一条群众增
收、集体受益、产业发展的乡村
振兴新路径。据了解，位于鸡鸣
村的浙江芳华建设有限公司是
东华街道首家强村公司，从事
保洁清运、小微工程、物业管理
等服务产业，村民都是公司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今年
以来，该公司共承揽业务 120余
起，实现营业额 300余万元，利
润70多万元。

“去年年底，我们村成立了强
村公司，实现了多元化集体经济
增收的渠道，不仅为村集体经济
创收，也为鸡鸣村解决了34名富
余劳动力。”鸡鸣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杨华龙说。

此外，浙江芳华建设有限
公司还联合湖镇镇马报桥村、下
库村、大路村共同组建跨乡镇强
村公司——龙游鸣湖建设强村公
司，实现不同乡镇的资金、人才、
资源优势互补，有力解决了单一
村资源有限、经营渠道狭窄等
问题。

本报讯 （报道组 吴怡婧 郑
晨 通讯员 刘烨珏 詹欣霖）“出油
啦！”11月 26日，笔者随同受邀观摩
古法榨油的市民代表一起，来到位
于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老树根”）的油茶博物馆，
看见老树根非遗制作技艺的山茶油
正式开榨。烘干的油茶籽，放入碾
盘后被均匀碾成细粉，经过蒸煮、包
饼、压饼、上榨等步骤，再装上压膛
木块及木楔开始榨油。榨油师傅一
下下用石锤敲击着木楔，色泽金黄
的山茶油便从槽中缓缓流出，立即
芳香四溢。

“第一次现场见到古法榨油，还
闻到了一股股油茶香味。榨油技法
也很原汁原味，我还上手体验了一

下压榨过程，感觉很新奇。”受邀参
观的市民代表王泽琛说。

老树根成立于 2008年，一直致
力于山茶树良种苗木培育、种植、生
产加工、有机绿色食品开发和油脂
压榨机械设备建设。其“老树根”牌
有机山茶油采用古法工艺，今年被
评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榨油过程中，老树根采用了
12道工序，确保每一滴山茶油都经
过精心制作。刚榨出来的山茶油，
经过过滤去除杂质后，就是可食用
的成品油，也是高端油的原材料。”
老树根副总经理方中和介绍，老树
根还采用了低温冷榨技术，相比热
榨，这样能更好地保留油茶的色、
香、味和营养价值。

在延长山茶油产业链方面，老
树根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23年 1
月，老树根与武汉轻工大学开展产
学研合作，通过萃取等先进技术，生
产出具有保养功效的高端直饮油、
具备减肥功效的二酯油和可以食用
的护肤品，并在今年 4月上市，受到
了市场欢迎。

如今，老树根系列产品年产值
已超5000万元。在近期举办的浙江
省农博会上，老树根产品更是获得
金奖，带去的 4吨商品几乎销售一
空。为了改变单一的产品输送模
式，更好地传承非遗项目，老树根还
在谋划以油茶文化为主题的农文旅
融合项目，计划明年启动。

老树根的发展只是柯城油茶产

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3年，
衢州将油茶列为“三大百亿产业”之
一，并出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柯城区现有油茶种植面积 1 万余
亩。今年以来，柯城区林业局也大
力推进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
奖补项目实施，计划新造配备水肥
一体化设施的油茶林 1416亩，涉及
3个乡镇 5个村，总投资 1405万元。
项目建成后将辐射周边乡村，带动
林农增收致富。

柯城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柯城将继续发挥油茶龙头企业
的引领作用，并持续增加投入，进一
步做大做强油茶产业，全方位助力
油茶产业提升品质、提高效益，把油
茶产业打造成柯城一张亮丽名片。

古法“老”油坊 焕发“新”活力

江山市贺村镇山底村的周增根，2023年返乡创业，承包了本镇70
多亩农田从事农业生产。今年，他到江山农商银行贷款10万元，把农
田承包面积发展到120多亩。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消灭“冬闲田”，连
日来，周增根（右一）和大家一块起早摸黑抢占晴天种植油菜，以增加
经济收入。 通讯员 陈金阳 摄

抢种油菜

江山市佳源家庭农场的育秧中心。 资料图片

这几天，农场里不断地有车辆运走为农户烘干的稻谷。

种粮大户张中海有个赚钱秘诀

从规模化种粮到跨区服务农户
记者 胡宗仁 文/摄

江山市有一位种粮大户叫张中海，他自从办起家庭农场，就一直动脑筋增添农机设备、扩大种粮面积，从而走上了一条机

械化、规模化种粮的道路，而且成为行业里的“领头雁”。而今，张中海还建起社会化育秧中心和稻谷烘干区、粮仓等，全年可

为农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面积达4万多亩。

龙游强村公司
激活集体经济新动能

本周前晴后雨
农户应抓紧抢摘剩余柑橘

预计本周我市前晴后
雨，气温先升后降。12月 5
日至 7日，受冷空气南下影
响，全市有一次降温、降水且
风力增大的天气过程，12月
8日天气转好，早晨气温低，
最低气温可降至4℃~6℃。

本周前期多晴好天气，
农户应继续抓紧时间收割剩
余连作晚稻；加强油菜管理，
油菜田要及时补苗，并在油
菜行间、麦垄上均匀覆盖稻
草，以提高大田保暖效果。

农户应抓紧抢摘剩余柑橘；
柑橘采摘后的橘园要及时清
园和刷白树干，施越冬肥以
增强橘树抗冻能力，另外还
要做好柑橘的贮存工作，避
免果实腐烂而带来经济损
失。12 月 5 日起冷空气持
续渗透，全市气温有所下
降，风力有所增大，大棚要
注意扎紧薄膜，做好保温和
加固工作。

龙游国家农业气象试验
站 吴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程霆） 近
日，省河长办公布浙江省 2024年度

“幸福母亲河”名单，开化县马金溪
入选。

马金溪，发源于浙皖交界的开化
县齐溪镇，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

头，自北向南流经齐溪、马金、音坑、
华埠等乡镇，总长度102.2km。马金
溪文化景观特色明显，开化由此打
造形成了百里金溪画廊风光带。
60公里的滨河绿道将 1个 5A级景
区、7个 3A级景区、17个 3A级景区

村以及 40多个滨水公园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条集生态休闲与产业观
光于一体的生态廊道。通过整合
滩地、岸线等滨水空间，马金溪沿
线形成了滨水经济带，特别是音坑
乡下淤村，通过引入滩地烧烤、游

船、河滩露营、高端民宿等滨水文旅
项目，成功入选省级高品质水美乡
村，成为滨水经济发展的典范。

“一江碧水活源头，百里金溪绿
美富。”未来，马金溪将继续致力打
造山区县幸福河湖的新样板。

马金溪入选“幸福母亲河”

收割高粱
11 月 28 日，在柯城区沟溪乡

高粱种植基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
收割高粱。在田间地头，一穗穗颗
粒饱满的高粱压弯了枝头，收割机
穿梭在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喜人
的丰收景象。
记者 黄紫依 通讯员 胡友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