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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清

“这边一溜是发到上海的，那边的是宁波

老客户订的。”日前，记者在仙居县横溪镇逢仙

桥村见到王诗时，她正在杨梅基地里，忙着指

导员工分拣、包装和发货。她告诉记者：“没想

到今年的杨梅还比往年俏销，还在采摘前，就

有不少客户来电预订了。”

横溪是仙居杨梅的主产地之一，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种植。前些年，当地引进优质品种

“东魁”后，杨梅产业益发兴盛，大批农家通过

杨梅增加了收入，王诗家还建造了新楼房。

王诗是看着父亲王湘水操持杨梅树长大

的。她曾好奇地问过父亲，她家的杨梅树是谁

种下的。父亲告诉她，他小时也曾问过父亲同

样的问题，而父亲告诉他“是父亲的父亲种下

的”。自此，她对杨梅树有了莫名的亲近感。

2009年她读大学时，父亲与人合伙承包下4座

荒山，规模化种植了206亩杨梅树。大学毕业

后，王诗回乡加入父亲的“团队”。2019年，她

接过重担，成为杨梅园的女“掌门”。

“这些年来，我们的杨梅产业变化可谓巨

大。”王诗告诉记者，尤其是最近几年，仙居杨

梅的名气越来越响，市场从省内走向全国。而

且杨梅生产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她父辈们种

这片杨梅园的时候，因为山高

路陡，所有肥料农资和杨梅鲜

果，都要靠人力肩挑手扛。几

年前，杨梅园里架装了钢索轨道，修建了10公

里长的步道，逐步走上省力省工高效生产之

路。近两年，还用上了绿色防控技术，杨梅品

质和安全性大大提升，销售方式拓展到了快捷

的线上平台。去年，基地卖出杨梅7.5万公斤，

销售收入150万元，今年情况看起来会更好。

一片杨梅园，父女两代情。看着女儿“接

手”杨梅园后的发展景象，王湘水欣慰地说：

“年轻人有思想有知识，闯劲更足，优势更多。

有了大批年轻人的接力，仙居杨梅产业一定能

越做越强，品牌会越来越响亮。”

两代杨梅人 一条幸福路
本报讯 近日，我省收集的“东

阳红粟”从5.2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

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19年全国

十大优异种质资源。

“东阳红粟”为地方特色珍稀资

源，高产、优质、抗病、耐热、耐贫瘠，

适应性强，籽粒糯性好、食味佳，是制

作东阳传统美食“粟米糖”的首选材

料。由于其叶片由新绿到紫色及红

穗、粒色橙、米色黄等特征，该品种还

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

自2017年以来，我省采取省、

市、县三级联动形式，开展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鉴定评价、入库保存工作，

收集到各类古老、珍稀、特有、名优作

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

源3300余份，初步建立了资源特征

特性数据库。 陈小央 祝玮

东阳红粟入选全国
十大优异种质资源

□见习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以“数字农创 遇建

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杭州农创客

大赛，7月 1日在杭州启动。此次

大赛，旨在打造回乡入乡创业创新

平台，吸引人才要素进入乡村产

业，带动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形成，加快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杭州市农办、市农

业农村局等主办方向国内外涉农领

域创新创业的优秀个人、团队和企

业发出邀请。大赛设企业成长组和

初创组两个类别，除了农创客项目

比赛和招引，还将举办以青年人才

创业“三农”、服务“三农”为主题的

“农飞客飞手节”和围绕水稻产业发

展、稻香小镇提升的“水稻产业融合

发展论坛”等活动。

作为大赛的承办方，建德市已

搭好舞台，备好丰厚“礼包”，募集了

总额为1亿元的大赛风投基金，用于

参赛项目融资对接。大赛前30强

项目在明年12月31日前落地建德

的，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农业创业

资助。大赛组委会还将组织相关部

门进行专项对接，为后续获奖项目

在建德落地生根做好保障。

第二届杭州农创客
大赛开锣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7 月 2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

2016—2019年度农业农村财政资金相关项目

绩效评价抽查情况分析会，分析研究强化项目

绩效管理的针对性措施。

此次绩效评价共实地抽查26个市县，涉及

区域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畜牧业转型升级、

农机化促进工程、现代种业良繁基地建设的

295个项目、省补资金1.6972亿元。

会议要求，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的理

念，聚焦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按照“谁主管谁

监管，谁审批谁负责”原则，切实担负起业务归

口监管职责，做到项目资金管理与业务工作同

部署、同落实；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程闭环

管理，推行“线上平台监管+线下实地检查”相

结合，及时掌握项目资金“落地”、项目实施进

度等情况；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落实责任

到人，做好项目绩效评价，适时公布评价结果，

督促整改发现的问题，切实建立以绩效为导向

的项目资金使用机制。

花钱必问效 谁批谁负责
省农业农村厅强化财政资金项目绩效管理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漫山翠绿的茶园里，间插着一片

片红黄相间的粘虫板，安装着一个个杀虫灯和

性诱捕器……7月1日，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

道西湖茶场村236亩茶园里的绿色防控设施，

让记者眼前一亮。

作为颇有名气的茶道旅游目的地，西湖

茶场村是今年该区“加码”茶树害虫绿色防控

的项目实施点之一。“这些粘虫板是近期插好

的，已粘上了不少茶树害虫；杀虫灯箱才安装

3天，箱内已有不少杀死的飞蛾。”该村村委会

主任杨志良告诉记者，性诱捕器盆内也“俘

获”了不少害虫，防治害虫效果很好，茶园虫

害整体上较往年同期少了很多。眼下，正是

茶小绿叶蝉、茶尺蠖、茶橙瘿螨等主要虫害发

生的高峰期。自从用上了粘虫板、杀虫灯、性

诱捕器等“黑科技”，该村茶园今年虫害防治

效果明显。

茶业是西湖区最具特色的农业优势产业，

西湖龙井茶更是该区对外交流的一张“金名

片”。“我区现有茶园1.59万亩，涉茶村50个，

茶叶年产量460吨、一产产值4亿元。”西湖区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唐建华如是说。近年

来，该区瞄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整合项目资

金，应用物理和生物防治等技术手段，在全区

茶园里打出了一整套绿色防控“组合拳”，全面

推进茶园统防统治，茶产业增产提质势头强

劲。

为进一步保证茶叶安全生产、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量，西湖区与中茶所陈宗懋院士团

队合作，在18个茶叶主产村试点实施“茶树

害虫绿色防控集成技术”项目。该项目通过

布点杀虫灯、粘虫板、性诱捕器等天敌友好型

设备，来防治茶树虫害、提升绿色防控能力。

浙江农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是项目的服

务单位。自6月以来，该公司指导当地茶农，

以平均20亩茶园放置1个杀虫灯，1亩茶园

放置25片粘虫板、4个性诱捕器的密度，努力

压低茶树害虫的虫口基数。到目前，项目推

进已过半，可望在8月中旬完工。

“借力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来我区茶园有

望大幅减少化学农药用量，进一步提升茶叶品

质，提振消费者对西湖龙井茶的认可度和满意

度，更好带动茶业增效、茶农增收。”唐建华说。

长兴县李家巷镇四合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在15亩葡萄大棚内铺设轨道，“机器换人”省人工、增

收益。图为日前，合作社社员和志愿者在采摘葡萄。 陆一平 摄

大棚葡萄轨道运大棚葡萄轨道运

绿色防控助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59万亩西湖龙井茶“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李军

本 报 讯

今年汛期不寻

常。继衢州等

地遭受暴雨肆

虐造成局部灾

害后，这两天

“雨神”北移杭

嘉湖，浙北地

区 连 降 大 暴

雨，造成警讯

连连。昨天，

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王通林就

此专门强调，

全系统要高度

重视，排查风

险、整改隐患，

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做好

防范应对，确

保平安。

7 月 2 日

晚，浙北地区

普降大暴雨，

杭嘉湖平原水

位普涨。截至

3日 7时，嘉兴

等 6 个水文测

站超过保证水

位，20 个水文

测站超过警戒

水位。 3 日 8

时，省水利厅

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在杭州市，2日下午起出现阵雨或雷

雨天气，临安西部、北部和余杭西部有暴

雨、个别大暴雨。嘉兴市2日多地出现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安吉等地也出现了短

时强降雨。3日，据记者从上述几地农业

农村部门了解的信息，由于前期准备充

分，防范应对有力，排水设施运转顺畅，强

降雨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不便，但

总体影响不大。

据省气候中心预测，本月上旬我省将

逐渐出梅，中下旬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

气，未来几天仍是阵雨、雷雨“霸屏”，各地

尚需继续加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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