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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乡蓝莓冬季可上市

本报讯（报道组 葛锦熙 通讯
员 祝雅斌 文/摄） 12月 6日，一年
一度的大雪节气。强降温下的常山
县东案乡梅树底景区，笼罩在一片
雾中。笔者在位于石船山腰的云梯
农场遇到该景区负责人王振明，他
正在查看蔬菜长势。

“这几天，农场在抓紧时间收割
已成熟的蔬菜，一部分提供给酒店
作为日常餐饮食材，一部分通过
晾晒制成干品，打包成年货礼包
出售。”王振明相告，最近已经制
成了咸菜、南瓜干、地瓜干等十余种
产品。

今年 4月，云山云间度假区和
东案乡田铺村达成合作协议，流转
了村集体 30亩土地，打造了云梯农
场。“这里的土壤肥力高，很适合种

植高山蔬菜。”王振明介绍，种植出
来的蔬菜，品相和口感非常好，深受
消费者好评。除了种植蔬菜，云梯
农场还养了 300 余只鸡、鸭，土鸡
煲、土鸭煲也成了度假区的招牌菜。

随着云山云间度假区知名度的
不断提升，今年 10月，云梯农场借
势引流推出“云梯采摘游”项目，吸
引了不少游客。采摘一篮菜 68元，
对亲子游家庭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蔬菜种类很多，不同季节有不同的
品种，既能让孩子体验采摘的乐趣，
又能涨知识。”采访当日，笔者碰到
了带着孩子自驾从衢州市区到农场
体验蔬菜采摘的张女士，她说，“施
的是有机肥，浇的是山泉水，这样的
蔬菜味道应该很好。”

家门口建农场，对田铺村村民

来说又多了一条就业门路。“我们村
地处在半山腰，外出很不方便。”在
云梯农场务工的田铺村村民王雪成
相告，“以前在外打工一直租房住，
家里的老人照顾不到，现在来农场
上班，少了来回奔波和房租，还能兼
顾家庭，一天 160元的报酬，算下来
比在县城打工合算。”

据了解，在农忙期间，田铺村里
像王雪成这样在农场务工的村民有
近20人。

“除了采摘游，我们还在谋划更
多的体验项目。”王振明说，今年的

“晒冬”就给运营团队带来新的灵
感，他们计划向游客开放此类简易
的农产品加工活动。“另外，我们还
在谋划开设线上商城，让高山蔬菜
能直达消费者餐桌。”

本报讯 （记者 刘芸 文/
摄 通讯员 刘青 李亦晟） 12月
3日，在常山县芳村镇井河村的
胡柚地里，两台挖机在进行清表
工作。

原来，这里是 2024年常山县
芳村镇芙蓉湖村等 3个村多田
套合农用地布局优化（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多田套
合’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
387.6 万元，规划总面积 263.48
亩，于今年11月开始实施，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
水源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
间道路工程五大块，预计土地平
整总面积 127.04亩，土壤改良面

积 263.48 亩，在洁湖村新建 1座
泵房。

近年来，该镇打破“巴掌田”
“补丁田”的农田格局，打造整体
性“方块田”“高产田”，为农业产
业升级、农村价值释放、城乡统筹
发展探索新路径、培育新动能，项
目惠及芙蓉湖村、井河村、洁湖村
3个行政村，共322户村民。

芳村镇副镇长徐侃介绍，
“多田套合”项目不同于传统的
土地整治项目，更强调的是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即在提升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
地面积的同时，促进农业生产的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挖机正在施工中。

芳村镇加快推进
“多田套合”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 超男 赵霈
宇浩）眼下，江山市晚稻收割已经
进入尾声，各地机械化烘干设备正
火力全开，助力稻谷“颗粒归仓”。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
塔东村的江山市禾禾家庭农场，看
见粮食烘干机开足马力运转，满载
稻谷的运输车停在院内，过磅、记

录、入库，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目前，江山市禾禾家庭农场共

有12台由生物质蒸汽发生器驱动的
粮食烘干机，可一次性烘干240吨稻
谷，耗时约 16个小时。“我们今年种
植的600余亩水稻喜获丰收，晚稻亩
均产量达600.43公斤，收割的180吨
晚稻已于11月20日之前完成烘干、

归仓，没有因为天气原因受到影
响。”农场负责人柴罗浩说，他们还
接到了其他种粮食大户和周边农户
的烘粮订单，粮食烘干机每天 24小
时满负荷运转。

近年来，该市不断提升农业机
械化水平，支持引导农业主体引进
并投用先进适用的农机具，构建农

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
投入用于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总动
力约 35万千瓦，粮食批次烘干能力
超6000吨。

据了解，2024年江山市水稻种
植面积超 29万亩，预计产量超 13.9
万吨。

机械化烘干助力稻谷“颗粒归仓”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月 吴森
邦） 12月 2日，笔者走进龙游县湖
镇镇金秋红柑橘专业合作社，扑面
而来的不仅仅是浓郁的橘香，还有
繁忙的丰收氛围。

这段时间，正值新品种“阳光一
号”抢鲜上市的黄金期，该合作社的
分拣车间内，一台智能化水果分拣
机正不停地运转着，一个个圆滚滚
的柑橘经传送带被分流到各个不同
的预设出口，工人随即将不同品质
的果子放入框中，再经过称重、包装
后，等待发往全国各地的销售市场。

“‘阳光一号’现在在市场上是

优质柑橘品种，个头大、糖度高、易
化渣，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非常好，回
头客很多。”该合作社技术总监童建
伟相告，今年是“阳光一号”推广种
植的第三年，种植面积、管护技术
更加成熟，产量也大幅提升。开摘
以来，每天要出货 5万多公斤的鲜
果，整体品质相较于去年有所提
高。说话间，他拿起传送带“精品
级”档次通道上的橘子介绍，“按照
重量、糖度预设了 18个档次，其中

‘精品级’的糖度能达到 17度，重量
约 400克，出货率虽不高，但单价每
斤能卖25元。”

“阳光一号”柑橘是2021年从中
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引进龙游
推广种植的柑橘新品种，以“爱媛
28”为母本，春香为父本，在众多杂
交后代群体中精选出的优良单株。

“它融合了橘子、柚子、橙子三种味
道，水分充足、口感脆嫩化渣。”合作
社理事长朱江宜第一次品尝到“阳
光一号”时，便被其独特的口感所惊
艳。在进行深入调研后，他得知该
品种除了优质的口感外，还具有丰
产性好、挂树期长、耐贮运等特点，
在常温下通常可以保存半年之久，
且口感、风味不变，凭借着在柑橘市

场 30余年的敏锐经验，朱江宜当即
决定在龙游引进种植。“柑橘市场变
化不断，消费者的口味也一直在变，
只有引进新品种，保持新鲜感，才能
在市场上抢占先机。”

朱江宜在自己合作社的种植基
地内嫁接了 70亩“阳光一号”，作为
新品种的试验田，并无偿为周边橘
农提供嫁接接穗技术，集中开展种
植技术培训，帮助大家实现柑橘新
品种的更新换代。他介绍，今年龙
游县共种植“阳光一号”面积约 500
亩，预计销售量能达到2000吨，比去
年增加30%。

本报讯（通讯员 洪纲）近日，
在衢江区杜泽镇庙前溪山洪沟治理
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在护堤上进行
混凝土灌注和材料运输作业。河道
内，大型机械正在紧张实施清淤作
业。山洪沟治理工程正有条不紊地
向前推进。

衢江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部分河流落差大、流速快，每年都会

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灾害，淤泥堆
积致使河道水质变差、部分河段无
法及时泄洪，极易造成田地、低洼建
筑受淹，给沿线村民生产生活造成
威胁，山洪沟治理迫在眉睫。

“今年的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
主要分庙前溪、社后边溪和龙门溪
3个标段。”衢江区水利局水旱灾害
技术防御中心胡文成介绍，他们抢

抓冬修水利“黄金期”，紧盯关键节
点，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开足马力、
确保进度、严控质量，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近年来，衢江区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风
险意识，立足“防大汛 抗大灾 抢大
险”工作要求，总投资 2.19亿元，争
取特别国债资金 1400万元，开展重

点山洪沟防洪治理。目前，庙前溪、
社后边溪和龙门溪 3处山洪沟治理
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本月可全部
实现竣工验收。工程完工后将有效
提升衢江区重点区域的山洪灾害防
御能力，进一步改善河道泄洪能力，
补齐防洪短板，有效保障沿线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衢江区全力推进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

本报讯（报道组 吴可润 方
心怡）这几天，在衢江区周家乡

“花果甜源”二期园区内，2万多
株蓝莓枝条上挂着一朵朵蓝莓
花，蓝莓花花瓣雪白，洁白无瑕
的花朵宛如串串铃铛。再过一
个多月，这里的蓝莓将以圆润饱
满的成熟形态挂在枝头。

“这是我们新引进的澳大利
亚F6品种蓝莓，果粒大、口感脆、
味道甜，明年 2月才能上市。”衢
州耘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吴
雷说。

通常种植于浙江的蓝莓，其成
熟期主要集中在5月到6月之间，
而之所以这里的蓝莓能够提早四
五个月成熟，秘密藏在“花果甜
源”园区的一个个大棚和花盆里。

仔细观察，笔者发现花盆内
蓝莓树苗生长的“土壤”非常特
殊，不是真正的土壤，而是各种
颗粒物及植物纤维等物质混杂
在一起，而且每个盆内配有多个
滴箭，稳定地提供水和营养物

质。吴雷介绍，园区的蓝莓采用
的是基质无土栽培的模式，其中
基质主要由泥炭、椰糠和珍珠岩
颗粒组成。“基质无土栽培不仅
可以隔绝土传病害，而且不受土
质、水利条件的限制，不需要耕
地、翻地、锄草等作业，省工省
力，易于管理。”

该公司研发团队还专门设计
了后台系统，实时监控蓝莓的生
长情况，精准控制所需营养物质，
数字化、精细化管理让蓝莓生长
更均衡。“从今年5月份蓝莓种下
去开始，每个生长阶段都由后台
系统操控进行水分和营养管理。”
吴雷说。

除此之外，这个园区的 6个
大棚内都配备了防雨、防冻、防晒
等设施，以保持适宜蓝莓生长的
温度。据了解，该园区共引进 5
种新品种蓝莓共 25000株，预计
每株蓝莓苗能够产出 2公斤至 3
公斤蓝莓，整个园区蓝莓总产量
能达到6万公斤。

常山有个藏在云间的农场

龙游柑橘新宠“阳光一号”抢鲜上市
今年销量预计上升30%

11日起有冷空气影响我市
农户应及时抢收成熟蔬菜和瓜果

预计本周我市两头晴中
间雨，12月 11日起有冷空气
影响。12月 9日至 10日，全
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略
有回升；12月11日至13日受
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降
温、降水和风力增大天气过
程，日最低气温降至 0℃左
右。12月14日至15日，全市
天气转好，早晨气温低，最低
气温 0℃左右，山区-2℃～-
4℃，有冰冻。

农户应加强油菜田间
管理，视苗情进行施肥、锄
草等措施，促使其形成壮
苗，顺利越冬。柑橘贮藏要
加强管理，定期检查果实腐

烂情况，烂果要及时挑出处
理，并注意做好室内保温。
农户应及时抢收成熟蔬菜
和瓜果，及时采摘上市或储
存。畜禽舍要关好门窗，铺
上垫草，防止降温期间舍内
温度大幅度变化受影响；养
殖鱼塘适当抬高池塘水位，
防止虾苗鱼种和成鱼受
害。冷空气来临前，农户也
要及时做好设施大棚的防
风加固工作，积极防御大
风、降温等天气可能对农作
物、农业生产、农业设施等
带来的不利影响。

龙游国家农业气象试验
站 钱途

一些游客在采摘高山蔬菜。

位于东案乡的云梯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