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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为种植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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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郑铭明

可广泛适用于水田、旱地除草，能在

各种种植园内开沟培土作业的微耕机；

可根据不同作物种植要求精准自动施

肥、灌溉的水肥一体机；能一次性完成穴

盘进给、铺土、平整、打孔、播种、覆土和

洒水等作业工序的全自动播种流水

线……在金华市农科院（省农机研究院）

内，展示着众多农业机械化科研新成果、

新装备，令人赞叹。

2021 年以来，金华市充分发挥当地

优势，立足农机研发、制造、推广“三端”

协同，推进机械强农行动。成立农业“双

强”行动专班，统筹力量，市县联动，制订

“1+X”农业全程机械化发展方案和“3+

X”特色产业机械化发展方案，全力推动

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为加快先进适用农机研发，金华市

农业农村局联合经信、科技、财政、金融

等部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对接省科技

厅“揭榜挂帅”平台，由金华市农科院牵

头申报省“尖兵”“领雁”项目。目前，1个

“尖兵”项目和4个“领雁”项目被列入榜

单并开始实施。

“我们针对省内丘陵地貌和板结土

壤等特点，结合北方大田用薯类收获机

成熟经验，研制出适用于我省的薯类收

获装备。”金华市农科院党委委员、正高

级工程师陈长卿以薯类收获装备为例作

了介绍。2021 年以来，项目团队结合该

市开展马铃薯甘薯机械化种植农机农艺

融合试验与示范的实际，专门开展薯类

收获机的功能拓展研究，在薯类收获机

的基础上，根据作物特征与种植方式进

行改造，实现毛芋、生姜、花生等地下作

物的机械化采收。“使用薯类收获机后，

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人工成本500元。”

陈长卿说。

农机研发和农机制造紧密相连。金

华市积极推动农机产品质量标准化建

设，引导培育农机装备品牌，在仿形耕作

（自动调平耕地）、高效植保、精准施肥、

智能收获、农业物联网、5G+、无人驾驶、

数字工厂等先进农机技术装备及关键零

部件方面，打造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

字标金华制造”品牌。

金华永康是全国重要农机生产基

地，农机装备产业已呈现出产品有基础、

产业有配套、创新有能力、推广有政策的

产业发展特点。全市共有农机生产规上

企业 133 家，年产值超过 100 亿元，形成

了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从零部件到

整机、从生产要素购置到产品销售的农

机装备完整产业链。

为加快农机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打

通农机推广“最后一公里”，金华市加快

产学研衔接，探索推进农机社会化服

务。该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任祝苏武

告诉记者，目前，金华市下辖的东阳已创

成 5 个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和 5 个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可辐射辖区内水稻、畜牧、

茶叶生产所有区域，实现相关产业全程

机械化作业和社会化服务；武义东井农

机服务有限公司建成金华市首个“全程

机械化+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为广大农

户提供从育苗、插秧、病虫害防治到收割

的全程“一站式”服务。

除此之外，金华市还加大智能设施

装备的集成应用。“有机可乘”农机智慧

服务应用配合65套“北斗农机”作业探测

终端，实现种粮大户、服务队全覆盖；浙

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茶

园与数字化加工生产线，使生产效率大

幅提高，可日产鲜叶2万公斤，节省人工

成本80%以上。

“微型化、轻便化、多功能农机装备

将成为未来金华农机装备研发和推广应

用的重点。”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

培涨介绍，接下来，该市将分区域、分产

业、分作物、分环节推进农业机械化，重

点推进“两融两适应”，实现农业机械化

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立足农机研发、制造和推广

金华：“三端”协同打通机械强农通道

农业双强 样干““浙浙””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山市农业农

村局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开展“益农+村播”服务

模式，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开拓农民增收新渠道，切实做

到学党史、践初心、办实事。

为提升益农信息社服务内容，该局打造“村播”直播间：

依托益农信息社和乡村振兴讲堂，在22个村建设直播间32

间，供“村播”主播使用；通过建设直播间，提升益农信息社

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训体验服务“四大服务”

内容，在原有服务基础上开展“群雁村播”“益农+村播”等

直播培训，让村民拿得起手机这个新“农具”，干得了直播这

种新“农活”，为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2021

年，全市共开展各类“村播”培训69场，共有2145人次参与，

其中“益农+村播”项目培训14场，参与者达700多人次。

为提振经济助农增收，该局开展“益农+村播”活动：

拓展益农信息社电商服务功能，促进本地农特产品营销、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试点；邀请“村播”达人、网红主播参与农产品助销带货。

2021年1月和6月，分别开展2场“心中‘柚’你——益农村

播助农活动”，助力销售大陈乡和四都镇滞销胡柚50多万

公斤；建立主播联系农户长效机制，借力直播电商，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2021年以来，全市已开

展“村播”活动470多场，“村播”带货总值14亿元，其中农

特产品总值1.4亿元。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还通过融合“益农+村播”活动，推

进城市品牌营销：通过直播间场景展现，促进江山市特色

文旅与城市品牌营销有机融合，全方位提高江山知名度、

美誉度；分别在大陈乡、塘源口乡和峡口镇举办的线下特

色活动中开展直播助农活动，邀请本地主播、网红现场直

播，通过走播方式让更多人通过镜头看到当地特色农产

品和乡村风貌，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吸引更多游客来江山

住民宿、吃美食、赏美景。 姜珊雯

江山开启“益农+村播”新模式
实现农特产品销售额1.4亿元

本报讯 近日，桐庐首个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桐庐味道”正式发布。至此，桐庐农产品有了属于自己的

“身份证”。

“桐庐味道”品牌 logo 呈现一个“味”字图形，将山、

水、茶、果、药等桐庐元素融入其中，字的颜色采用绿色，

体现了桐庐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农特产品基本属性。

“桐庐味道”的推出，将有效整合区域内分散的农产品

资源，提升该县农产品整体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农户通

过“桐庐味道”品牌，可以将农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有效解决宣传不足、销路不畅等问题。“桐庐味道”运营方将

为其品牌下的农特产品严格把关，确保品质优、质量硬，让

农业企业、农户卖得舒心，消费者买得放心。 俞安懿

“桐庐味道”正式发布
桐庐农产品有了“身份证”

本报讯 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由浙江农

林大学教授赵宏波领衔的花卉遗传育种团队，历经十多年

选育而成的彩叶桂品种“凝脂香”（品种权号：20210470）和

“暖金香”（品种权号：20210471）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授

权。“凝脂香”叶片颜色从初期的暗紫色变为紫红色，后逐渐

变为橘粉色、橘黄色；“暖金香”叶片从初期的粉红色变为橘

色，逐渐变为橘粉色、黄色。这两个彩叶桂品种的观赏周期

超过1个月，是优良的彩叶小乔木。

桂花树是我国常见的观赏性树种，彩叶桂是“桂花家

族”中不可多得的一类品种，其不同发育程度的新叶呈现

不同颜色，观赏价值高，是新兴的彩叶植物，可做盆栽、绿

篱，也可作为小乔木栽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赵宏波长期从事观赏植物遗传育种、重要植物类群繁

殖生态等研究。近年来，赵宏波及其团队结合我国花卉行

业发展现状，着力开展桂花、梅花、杜鹃等传统名花的资源

保育和种质创新研究，收集保存相关种质资源1200多份，

建有各类种质资源库800多亩，培育了不少新品种。其中，

获国家新品种权授权的梅花品种7个、蜡梅8个、桂花2个，

省级良种3个，另有15个新品种正在申报中，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陈胜伟

浙农林大育种团队历经十多年选育

“桂花家族”增添两个彩叶桂新品种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冬日寒风萧瑟。然而，在

临海市涌泉镇浙江忘不了柑橘合作社的

工厂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总投

资1000万元的柑橘数字化分选线快速运

转。这是目前苏浙沪地区投资规模最

大、技术最先进的柑橘数字化分选线。

柑橘是涌泉镇的农业主导产业。如

今，随着农业科技的创新运用，涌泉蜜橘

正焕发出全新活力。

2021年12月28日，记者在该工厂看

到，一条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全自动分选

线正给柑橘分类。机器人码垛机可一次

性将 6 箱柑橘放置到传送带上，经过筛

选、湿洗、保鲜、预干、烘干等环节后，再

对柑橘的糖度、外观品相等进行检测，按

设定的糖度和果径等，柑橘分别从33个

出口通道分级包装。

“我们设定了 5 级糖度和 10 多个瑕

疵率，用机器帮我们实现农产品标准

化。”浙江忘不了柑橘合作社理事长林东

东说，“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的喜欢吃

甜的，有的喜欢吃甜中带酸的，以前人工

选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通过机器

分级，每个客户都能吃到满意的涌泉蜜

橘。”

这条数字化分选线，通过电子称重、

360度图像识别、近红外光谱分析等现代

化技术，对柑橘的果形大小、果皮光洁度

以及果肉甜度等作出自动化精准分选，

每分钟可分选柑橘2500至3000个，每小

时达到15吨，效率比人工提高5倍。

科技赋能，让农产品实现优质优

价。“经过分级后的柑橘，糖度最高可达

16.5度，是涌泉蜜橘里糖度最高的，每公

斤能卖到 200 元，相当于一个橘子值 10

元。”林东东说，“随着产品质量趋于稳

定，客户的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据了解，该数字化分选线是浙江忘

不了柑橘专业合作社开展柑橘采后数字

化服务中心建设的一部分。整个数字化

服务中心总投资5800万元，建设内容包

括品牌建设服务中心、分级处理服务中

心和交易服务中心、冷库等，预计今年3

月份全部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可年

处理商品果1.5万吨，带动当地近2万亩

柑橘基地实现果品增值。

投资千万元的柑橘数字化分选线在临海启用
1小时可分拣柑橘15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