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生产助农增收

位于仙居县埠头镇的仙居县九度红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九度红”大米，在这次好

稻米评比中获金奖，公司负责人徐子永十分欣

喜。

3年前，从事多年水果种植的徐子永开始转

种粮食作物，自己有绿色稻米核心基地面积180

多亩，带动附近 100 余户种粮农户、2000 多亩水

田全都种上了优质水稻新品种。

第一年，公司的绿色稻米遭遇了销售困难，

价格每公斤不到 12 元，还卖不出去。从去年开

始，他在当地农技部门的牵线下，和中国水稻研

究所所长胡培松院士团队签约合作，发展优质米

生产。

有了专家的助力，他引进优质新品种，同时

不断完善种植管理方式，种植过程中结合施用农

家肥，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加上天气给力，今年这

片绿色稻米基地获得大丰收。

基地的水稻亩产不仅增加了一成，而且大

米售价也比去年提高近一倍，每公斤零售价高

达 36 元。自 10 月份开始收割以来，公司的 7.5

万公斤优质大米已销售一空，初步测算，今年与

公司联结的种植户因发展绿色大米户均增收

3000多元。

徐子永说：“公司种植的稻米这次能获奖，我

感到特别兴奋。自从开展绿色稻米生产后，3年

来，确实付出很多。在种植管理上要求更精细

化、专业化，才能生产出绿色稻米。下一步，我们

在市场营销上，要再多出点子，让优质、绿色的大

米走上老百姓的餐桌，也让我们农民能有更好的

收成。”

卖稻米转向卖品牌

绿色稻米品种大比拼

11月19日下午，由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主办、

仙居县优质稻米产业联合会承办的“2021仙居好

稻米”食味评比活动在该县朱溪镇杨丰山村文化

礼堂举行。仙居本地1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选送的20个绿色稻米品种在现场展开比

拼。

来自中国水稻研究所、省市农技推广中心等

单位的6位专家对这些稻米品种进行品鉴评比。

评委们通过看稻米外观、长度和米的腹白、闻米

饭气味等，进行逐项打分。根据评委品鉴结果，

活动主办方推选出5个“仙居好稻米”金奖品种和

10个“仙居好稻米”优质奖品种。经现场数十位

消费者品鉴投票，评选出3个当地“消费者喜爱大

米”品牌。

省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秦叶波说：“今

年仙居选出的这批稻米品种，在外观上，整体水

平比前几年要好，20个稻米样品的商品性也都非

常好。这几年，大家都朝优质米方向去选择种植

品种，所以米饭品质差异不是很明显。总体来

说，这几年，市场上的稻米品质越来越好，米饭也

比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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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地处东南丘陵山区，县域内地表水水质

基本达国家I类标准，土壤质量优良，空气中负氧

离子含量平均每立方厘米高达2.1万个，水稻始

终生长在“醉氧”状态，为优质稻米生产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这些年，绿色稻米生产已成为仙居山区群众

走向富裕的一条有效途径。当地农业农村部门

引导种植户走绿色高质高效粮食产业发展道路，

同时，发挥政府部门的导向作用，积极和院士专

家团队合作，目前已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 50 多

个，推广各种栽培新技术10多项，指导帮助全县

种植户发展了6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

准化生产基地。

另外，农业农村部门每年还举办“好稻米”评

选等推介活动，有效提高仙居大米品牌知名度和

稻米价值，推动广大粮农从“卖稻谷”向“卖品牌”

转变，同时努力扩大种植面积，实现粮食提质增

效、粮农增收。

省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秦叶波说：“绿

色稻米的生产和推广，打响了仙居大米在市场上

的知名度。农技推广部门要进一步改进粮食生

产基础设施，在一些大米的冷库、储藏设施上做

一些努力，为扩大绿色稻米生产规模，实现农民

共同富裕打好基础。同时，在种植布局上要统筹

安排，实现全年供应，进一步打响品牌。”

蒋荣良

眼下，正是柑橘丰收采摘时

节。前两天，寒潮来袭，气温骤降。

在建德三都镇睦州旺橘果园的大棚

内，根据环境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

智能温控系统开启了水源热泵加温

机，物联网诊控系统实时传送着病

虫害监测数据……经过数年的积极

推进，目前，建德三都镇的多个“柑

橘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已初显成

效，实现了对柑橘种植全过程的数

字化精准管理，精品柑橘的产量、质

量和经济效益均显著提升。

“三都镇是‘中国柑橘之乡’，也

是杭州市最大的柑橘主产区。目

前，全镇柑橘种植面积达2.8万亩，

年产量 6 万吨左右，但之前一直存

在柑橘品种老化、品牌价值和影响

力不大、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遇

到寒潮时，柑橘产业抵御自然灾害

能力弱。”建德市三都镇农办主任赵

成丰说。

为解决柑橘产业存在的问题，

三都镇着手建设智慧数字农业，与

省柑橘研究所、浙江农林大学经济

林研究所、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

所等科研单位开展合作，并委托建

德移动公司开发柑橘产业智慧农业

平台，同时，把七橘家庭农场、睦州

旺橘家庭农场等柑橘基地打造成

“柑橘数字农业示范园”。

据三都镇有关技术人员介绍，在柑橘数字农业示范

园建设中，农场先后建设了小气象站、温湿度环境自动监

测以及水肥一体化等设施设备，通过智能水肥药一体化

管控、环境数字化监测、预（报）警（控制）、温室设施智能

控制、物联网病虫诊控等技术手段，实现柑橘种植的自动

控制、视频监控和智能预警，将橘类植物生产中的品种、

气象、土壤、产地环境、病虫害等各种数据进行多种形式

的汇总和分析，为橘类植物生产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柑橘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今

年柑橘数字农业示范园内的柑橘均长势良好，在数字农

业的加持下，精品果柑橘园亩均增产750公斤，预计全镇

可增收200余万元。

睦州旺橘精品果园负责人汪建国介绍说，通过数字

农业平台，可以远程掌握农场的环境情况，根据环境变化

远程进行技术管理。比如大棚里面温度过高，那我们要

开启大棚的通风功能，通过远程进行控制，也可以通知农

场技术人员来实施；当温度过低时，我们可以开启加温设

备，提高大棚里面的温度，防止柑橘冻害。“现在，我们的

柑橘品种也丰富了，已经有17个品种，包括‘红美人’‘黄

美人’‘春见’‘甘平’‘葡萄柚’等新品种，随着橘类品种的

不断丰富，现在橘子的采摘季从 9 月可以持续到次年 5

月。”汪建国说。

此外，三都镇专门建设了低收入农户数字帮扶平台，

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了果园在线监控、病虫害分析、专家

咨询等方面的免费远程协助，可远程免费帮助低收入农

户的果园在线监控、病虫害分析，并可以在线咨询专家，

寻求解决方案。该镇还推广自带测糖仪的柑橘智能分选

设备，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柑橘大小、糖度智能精准分

拣，并借助“醉三都”区域公用品牌，统一包装线上销售，

提高柑橘附加值，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三都镇将继续推行‘公司+基地+农户+技术+品牌’

运行模式，对本地柑橘进行统一包装销售。而且，还将推

广到西红花、香榧等产业，以‘智慧农业+绿色发展’的新

模式推动三都数字农业发展，帮助农户增收致富，助力全

域共同富裕。”三都镇相关负责人说。 刘志强

从卖稻谷到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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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晚稻收割已近尾声，新米也开始上市，那么，哪个品种的稻米最好吃？近日，仙

居县举行了“2021年好稻米”评选活动。这是该县第三届好稻米评比活动。

仙居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县域内水、土、气污染少，自然生态条件优越，

为稻米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该县加强与专家团队的合作，加大优质

水稻新品种引进力度，稻米生产向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大米品牌知

名度得到提升，促进了绿色稻米产业发展，帮助山区群众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