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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番茄新品种大会落

地苍南后，数百个新品种就在这里试验

种植。一个品种如果长势好、品相佳、产

量高，可以考虑将其引进并推广种植，这

将有效提升苍南番茄产业的竞争力！”日

前，在2022浙江番茄新品种大会上，温州

意达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仲看着

新品种番茄的长势，对苍南番茄产业的

未来充满了期待。

温州意达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是温州

乃至浙江单体规模最大的育苗企业，也

是苍南番茄种植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为

当地农户提供标准化、智能化种苗培育

和专业化、精细化生产指导等服务。公

司基地已连续两年作为浙江番茄新品种

大会的承办地。去年下半年，来自全国

各地52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向大会选

送番茄新品种401个。经过筛选，大会确

定今年展示品种379个，并由“意达种苗”

基地实行统一嫁接育苗、统一肥水管理、

统一病害防治。

“经过相关专家现场评价，其中‘盛

世1号’等十多个新品种均符合苍南种植

环境，目前试种总面积达1000多亩。”林

仲说，再试种一两年，这些新品种就可以

在苍南推广。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林辉

介绍，苍南是全国番茄重点产区之一，

被誉为浙江的“番茄王国”，常年种植面

积3.5万亩，总产值超10亿元。以前，当

地不少种植户每年都要前往外地购置

种苗，由于凭借直观经验，无法完全分

辨品种的优劣，有的还会买到不适宜苍

南种植条件的种苗，在生产上存在较大

风险。现在，借助番茄新品种大会这一

平台，通过先试验、示范，再推广，将有

效帮助农户正确选择种苗、选好种苗，

提升产品品质，从而提高苍南番茄的市

场竞争力。

近年来，苍南立足番茄产业资源优

势，实施浙江设施番茄重要窗口建设、番

茄产业集群培育、番茄种子种苗集群打

造等系列重大举措，走出一条独具苍南

特色的番茄产业发展之路。今年以来，

“意达种苗”订单量同比增长较快，达

2000 万多株，占据全县番茄种苗需求量

的30%以上。

作为全省番茄生产重点县，接下来，

苍南还将加快落地四维生态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植物工厂项目，结合农业“双

强”行动，力争实现种子种苗自主生产，

促进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让苍南番茄

产业赢在“起跑线”。

林思思

分拣、切割、洗菜、沥

水、腌制……连日来，在泰

顺县司前畲族镇台边村一

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忙着加

工新鲜的芥菜。这家从事

农产品初加工的企业，随着

订单的不断增多，甚至出现

了“用工荒”。

据了解，该企业主营蔬

菜、水果、中草药等农产品

加工，用芥菜加工的梅干

菜、笋干，在上海、江苏、贵

州等地尤为畅销，成为杭

州、宁波等多家知名梅干菜

企业的供货商。

“这样连续作业已经10

来天了。随着杭州、贵州等

地企业的订单不断增多，从

事搬运、洗菜等工作的工人

远远不够，我们已在多个平

台发布招聘信息。”该企业

负责人陈启平说。

在泰顺，家家户户都

会把芥菜加工成咸菜供日

常食用。前些年，在菜篮

子批发市场经营笋干生意

的陈启平把家乡的梅干菜

进行“搭售”，没想到深受

顾客喜爱，梅干菜渐渐成

了主营产品。

2016年，陈启平决定回乡尝试种植芥

菜。他种的芥菜“雪里红”品质好，非常适

合做梅干菜。“很多人说我做的梅菜干咸里

带着甜。”陈启平说。2017年，他成立了公

司，建起了厂房，开始走产、加、销一条龙产

业化发展道路。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红利”不断增

多，陈启平的公司已初具规模，去年，仅梅

干菜一项，就卖出近20万公斤，营业额达

600多万元，加上种植的水果、笋干等农产

品，全年企业营业额达1000多万元。

“自己种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我们发动了附近七八个乡镇的村民一

起种植，为他们免费赠送芥菜种子，手把手

教他们如何更好地种植。”陈启平介绍。

泰顺县仕阳镇黄碧龙村地势平坦，每

年秋收之后，村里会有 50 亩的冬闲田。

2021 年，陈启平的公司与村里开展合作，

由村里牵头将村民的农田进行统一规划，

由企业提供菜籽，农民承担种植任务。

“每年水稻收割完，把芥菜种下去，开

春就能收获。种芥菜田间管理较简单，病

虫害较少，亩产量能达 2500 公斤。”黄碧

龙村党支部书记杨志辉说，芥菜收割后，

统一卖给农产品加工公司，销售额除去农

户种植的工资，剩下的就是村集体收入。

这样，不仅提高了农田利用率，还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增

产增收。

眼下，随着梅干菜生意不断壮大，又有

附近其他村民前来咨询。“希望有更多人加

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增加收入，小芥菜也能做出共同富裕大‘文

章’。”陈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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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武

义县王宅镇仁村

水稻工厂化育秧

基地，农民们正忙

着将早稻秧苗装

运上车，准备移栽

至大田。今年该

县采用集中育秧

的方式，由农技专

家统一管理育秧，

农户只需领取秧

苗，不仅节约了育

秧成本，还提高了

秧苗质量，有利于

稳定粮食生产。

朱翚 摄

眼下，正是春耕生产大忙时节。在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种业产业布局同

样进入紧张的“备耕”阶段：今年该镇计

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2840亩的现代种

业研创示范区，打造集宁波种业总部、籼

粳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微萌种业蔬菜育

繁推一体化基地、鄞州区育秧中心和种

业公园于一体的现代种业研创示范园，

把种业产业作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的科技抓手，落实到位。

粮食生产稳字当头，关键要稳住种

植面积。姜山镇有耕地面积7.8万亩，其

中永久基本农田7.4万亩，占鄞州区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水稻种植面积和产

量在全省各乡镇（街道）中位列第一，是

名副其实的“浙江稻作第一镇”。去年8

月，姜山镇全面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

明确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

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耕地功能快

速恢复、粮食种植布局与土地流转抓紧

规划……目前，姜山镇已完成耕地“非粮

化”整治功能恢复 3396.73 亩，完成率达

131.4%。

姜山镇副镇长应冬乐介绍，耕地“非

粮化”整治，消除了承包田原先零星种植

的情况，使得大片农田集中连片，为进一

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腾挪了空

间。

粮食要稳产，良种是基础。从 2020

年开始，姜山镇就加快引进宁波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育

繁推一体化基地等种业“头部企业”，其

中，宁波种业公司研发的“甬优”系列杂

交水稻被誉为浙江的“超级稻”，截至目

前已拥有84个杂交水稻组合，推广应用

区域涵盖苏、浙、沪、皖、黔、湘等17个省

市，累计带动各地农户增产50亿公斤，创

造经济效益140亿元。如今，该公司新研

发的“甬优1540”新品种在姜山镇大面积

推广，平均亩产从 2018 年的 800 公斤提

升至去年的1000公斤。宁波微萌种业公

司在种业领域已取得99项知识产权，拥

有“美都”“夏尊”“圆都一号”等瓜菜领域

的拳头品种，企业种子销售额的 96.42%

均属于自主选育品种。去年，该公司作

为“破难题”优势企业入选农业农村部70

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名单，成为宁波

自主培育优良品种的“排头兵”。

一颗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

头，真正成为共富路上的“金种子”。“对

于我们农户来说，种业‘头部企业’的落

户就像是多了一个家门口的‘农科院’，

普通农户也可以近距离认识良种、接触

良种、应用良种，与种业企业一起守护好

国家的‘米袋子’。”姜山镇种粮大户汪琰

斌承包了近 2700 亩土地，从 2020 年开

始，他就将种植的1300亩杂交水稻品种

逐步更新为“甬优1540”。去年，95%的承

包地种植的都是“甬优1540”。和传统品

种相比，“甬优1540”生长周期较短，抗风

险能力较强，平均亩产高30%左右，亩均

效益也优于普通水稻。

种业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而良种

培育水平的高低更体现着现代农业的核

心竞争力。今年，姜山镇在“争先进位·

比武打擂”首擂赛中定下“十大攻坚项

目”，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是进一步提升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我们将以创建全

国农业产业强镇为契机，以宁波种业公

司、微萌种业公司为核心，投资5000万元

建设2840亩的现代种业研创示范园，打

造集景观、教育、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现

代种业研创示范区，形成从源头制种、生

产、孵化到销售的种业全产业链；同时，

实施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和现代

农业产业园提升行动，加快形成以种业

为核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姜山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胡鸽 余璐

“浙江稻作第一镇”打造种业“硅谷”

“金种子”谱写共富路

平台助力 品种赋能

苍南番茄一年种出10亿元

姜山农户翻耕粮田种早稻姜山农户翻耕粮田种早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