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记者从4月13日召开的全省

茶产业大脑建设工作视频会上获悉，“浙江

茶产业大脑”已列入省数字经济系统重点应

用名单。目前，“一舱一库一图两端”的顶层

架构已基本建成，“一舱两端”即将上线，“浙

茶香”等应用已开始服务茶农茶企，开发建

设和推广应用正加速推进。

去年 12 月底，我省正式启动建设“浙

江茶产业大脑”，利用数字化技术探索“茶

产业大脑+未来茶场”的发展模式，贯通种

植、加工、流通、品牌、文化、服务等各环节，

力求实现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盖、数据全

贯通、业务全闭环、服务全集成、一码全管

控，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浙茶

香”“安吉白茶产业大脑”“新昌茶卫士”等

一批应用场景已推广使用，受到茶叶生产

经营主体的欢迎。

“加强‘脑力’建设是今年数字化改革的

重点之一。目前，我们正着手开发茶树生

长、开采期预测、茶树病虫害智能识别、修剪

进度监测、竞争力评价等模型，提升‘茶产业

大脑’能力。”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将围绕“全产业链、功能综合、省市

县协同”的“茶产业大脑”建设目标，进一步

加强茶产业数据的采集、清洗、整合和归集，

做好各地应用与“浙茶香”的融合与互联互

通，构建省市县三级贯通的能力中心，推动

“茶产业大脑”以用促进、迭代升级，促进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

“浙江茶产业大脑”
列入省重点应用名单

4月12日，在建

德市航头镇乌龙村

莼菜基地，村民们正

在采摘头茬西湖莼

菜，日采摘量 200 多

公斤。近年来，该

镇推行“党支部+公

司+农户”模式，发展

100多亩莼菜种植基

地，年产莼菜 100 吨

以上，实现产值 2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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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大户话种粮 ②

柴茂清，男，56 岁，龙游茂清家庭农场、

龙游谷丰种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019

年，柴茂清在当地率先引进水稻育秧流水

线，为建德、兰溪、龙游等地农户提供育秧

服务。目前，他种植水稻 2000 多亩，年产

稻谷 1000 多吨，曾获“全国种粮大户”等荣

誉。

4月11日，龙游茂清家庭农场里，水稻育

秧流水线开足马力，工人们往育秧设备上不

停地放秧盘、添土、加种子，经机器自动匀

土、撒种、覆土等流程，一张张形状规整、水

肥均匀的育秧盘便被送进叠盘育秧暗室。

“自从有了育秧流水线后，效率提高了，秧苗

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龙游茂清家庭农场

负责人柴茂清乐呵呵地说。

龙游茂清家庭农场建有 3 条育秧流水

线、1个叠盘育秧暗室，近期每日育秧量稳定

在9000盘左右，今年培育的秧苗可种植1万

多亩稻田，其中大部分外销，为周边种粮大

户提供育秧一条龙服务。

“老话说，‘秧好半年稻’，水稻好不好，

育秧是关键。”柴茂清说，“你别看，我现在流

水线一弄，育秧好像很简单，其实复杂得很

呢。春天天气变化快，秧苗很脆弱，温度高

了，秧苗会晒死，温度太低，又会像人一样

‘感冒’生病。再还有灌水，一个细节没处理

好，秧苗质量就不行了。”

经过长年摸索、学习，如今的柴茂清已

是远近闻名的育秧专家。在叠盘育秧暗室

里，记者看到，两天前制成的育秧盘上，小禾

已露尖尖角，秧苗“身高”“腰围”相近，出苗

均匀，长势喜人。“叠盘育秧暗室保温保湿，

温度基本恒定在 30 摄氏度，不仅可以抵御

‘倒春寒’，而且出苗时间短，从以前最快 5

天，缩短到现在只需2天。之后，再移到田间

管理 25 到 30 天，就可以插秧了。”柴茂清介

绍。

工厂化育秧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

“用上流水线以后，育出的秧苗个头大小差不

多，适合用插秧机，一亩地的秧苗，只要20分

钟就能插好。以前，一个人得干一天呢。”柴

茂清说。

“现在农机装备升级得太快了，这条流

水线是2019年花了5万多元买的，现在又落

伍了，有些环节还需要人工，育秧成本还偏

高。”看着轰隆作响的育秧流水线，柴茂清感

叹道，“我看别人用的新流水线，可以自动装

料、自动装盘，真正实现了全自动。我也琢

磨着买几条进来。”

【人物名片】

柴茂清：工厂化育秧好处多

衢州市实施农田宜机化改造项目

让农机下田不再难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4 月中旬，衢州市衢江区廿里

镇文塘村的富里万亩水田一片生机盎然。

金灿灿的油菜花连绵不绝，迎风招展，刚机

插种下的早稻秧苗青翠欲滴，布满成片水

田。

“富里万亩水田涉及土地面积1.1万亩，

全部由区农投集团统一进行机械化种植。”

衢江区农投集团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徐林

峰向记者介绍道，“去年，我们响应省农业

‘双强’行动的号召，着手实施富里万亩永久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整治完后将大

幅度优化提升项目区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

态，将有4000余亩标准农田从二等田提升为

一等田。”

富里万亩水田焕发生机得益于衢州市

大力实施土地宜机化改造。记者从衢州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自我省启动农业“双强”行

动以来，当地在推进土地整治的过程中，将

宜机化改造作为垦造耕地、建设高标准农

田、绿色农田等土地整治项目的重要内容和

验收要求。

改造前，富里万亩水田项目区内作业道

路条件差，难以使用大型机械。宜机化改造

后，这里田成方、路成网，大大方便了农机作

业。“今年，我们共种植了4500亩油菜，从播

种开始至施肥、防病治虫等各个环节，都实

现了机械化操作。现在，我们基地有无人

机、翻耕机、开沟机、收割机等多种机械设

备，几乎覆盖了种植全过程，既省力，又提高

了种植效率。”徐林峰说，他们还对项目区新

垦造的8000亩水田，通过添加腐殖酸、绿肥

等，改善土壤肥力。

富里万亩水田是衢州市开展宜机化改

造的一个缩影。衢州位于金衢盆地，山地丘

陵面积占了近九成。“农业‘双强’行动把宜

机化改造作为推进机械化生产的重要工作

来抓，为衢州农业发展送来了‘及时雨’，从

而大大拓展衢州农业的发展空间。”衢州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刘明鹤说。

目前，衢州市已成立农业“双强”行动工

作专班，专门设立了基础设施宜机化改造

组，统筹推进农田、果园等标准化建设，推动

山地丘陵宜机化改造，完善农艺农机协作机

制。此外，衢州市还把机耕路、沟渠等配套

设施建设列入农田宜机化改造范围并给予

重点扶持。

这几天，在龙游县模环乡士元村，一边

是2000多亩早稻刚插种完毕，一眼望去，满

是连绵的绿意；另一边是随着挖掘机、推土

机等工程车的隆隆轰鸣声，一个个高低不平

的小土包被夷为平地。

士元村地处丘陵地带，耕地碎片化。

2019年，龙游县启动美丽乡村大花园士元实

验区项目，这里承担起全省涉及面积最大、

搬迁人员最多的全域土地整治项目，近2万

亩碎片化的土地将被建成高标准农田。该

项目入选国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

复工程试点、浙江省首批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

正大农业（龙游）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

建设单位。“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对犁底层反

复压平，保证耕作层厚度达30厘米，每亩追

施有机肥2吨，用水泥浆砌块石建造梯田挡

墙。”该公司总经理李友介绍，通过连片整

治，如今的士元村耕地肥沃，机耕路平整，沟

渠纵横交错，无人耕作机可以直接开进农

田，连片耕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操作，万亩

水稻生产基地、万亩蔬菜生产基地等建设项

目正有序推进中。

据了解，2021 年，衢州市共完成农田宜

机化改造4.08万亩。当地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完成农田宜机化改造25.7万亩，预计全部

完成后，亩均可节约耕作成本20%。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4月12日，记者从杭州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经乡镇初评、县级审核、市级评

议，杭州市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最近公布

了全市第一批共富村、共富带、共富联合体

名单，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等 70 个行

政村入选第一批共富村，临平区丁山湖水韵

风情共富带等20条共富带入选第一批共富

带，萧山区益农镇“共智富”联合体等10个

共富联合体入选第一批共富联合体。

根据评定标准，此次认定的共富村是指

集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文明乡

村、善治乡村等于一体，在全民共富、全面富

裕、共建共富等方面走在全市前列，农民群

众有较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的

行政村。共富带是指以沿江、沿溪、沿湖、沿

交通线等为纽带，将山水、田园、村庄、文化、

产业等节点串珠成链，建设成集生态带、产

业带、景观带、旅游带于一体的示范带。共

富联合体是指由３个以上行政村组成且“平

台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

机制健全，实现区域联动、抱团发展的一个

集群，是党建引领、产业联动、文化交融、要

素互通的有机整体。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加快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去年10月，杭州市

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高质量

发展打造共同富裕乡村范例的实施意见》，

明确到2025年建成共富村200个以上、共富

带50条、共富联合体25个，力争率先建成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窗

口，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地。

杭州市公布
首批共富名单

□本报记者 郑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