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松

“日食三钱五指姜，到老不用开药

方。”这是在永康当地口耳相传的民谣。

五指岩生姜盛产于永康市唐先镇中

山五指岩风景区一带，已有1000余年栽

培史。这种生姜姜球丰满，排列紧凑，色

泽金黄，姜香味浓郁。嫩姜爽脆、纤维

少、辣味淡，老熟姜则质地致密、纤维多、

辣味浓。

近日，记者走进五指岩生姜主产区

永康市唐先镇三合村，探寻这款植根于

乡土的地道美味。

刚进村，一股沁人心脾的姜香就扑

面而来，只见姜农们正从地里拔出嫩姜

装入箩筐。“今年收成不错。我们这里土

壤肥沃，适合生姜生长，种生姜施的是农

家肥，不喷农药，纯天然无污染。我们经

常用自家种的生姜炒肉片、炖土鸡、煮溪

鱼，味道可香了。”正在地里劳作的姜农

黄发明告诉记者。

“好山好水出好姜。永康四季分明，

土壤、光照和温度都适合生姜生长。”永

康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陈红星告诉记

者，永康市先后出台了《五指岩生姜生产

技术操作规程》《关于扶持现代农业发展

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有力促进

了五指岩生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

展。目前，全市五指岩生姜种植面积大

约有 1500 亩，年产量 3000 多吨，产值达

4000多万元。

“现在正是嫩姜收获的时候，等到立

冬过后，就轮到老姜上场了。这几年，五

指岩生姜的收购价格一直稳定在每公斤

20元左右，按照亩均产量1500公斤算，每

亩收成有3万余元。”三合村党支部书记

董红阳告诉记者，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姜

农的补助力度不小，加起来每亩有 1000

元，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姜积极性。

为了打通五指岩生姜的销路，董红

阳牵头成立了永康市安坑高山蔬菜专业

合作社，向村民收购生姜，并联系配送公

司，统一标准、统一包装，源源不断把大

山里的生姜销往山外，送上老百姓餐

桌。2016 年，五指岩生姜通过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定。这块“国字号”招牌让

五指岩生姜的销路不断拓宽，当地农民

不再为生姜卖难而担忧。

五指岩生姜凭借优越的品质，成功入

选金华市十大名菜之一。目前，永康市致

力于延伸五指岩生姜产业链，开发了20余

种精深加工产品，主要包括姜茶、姜糖、姜

片、姜粉等，销往国内外，广受消费者欢迎。

寻找““隐藏款隐藏款"" 土特产

2024年8月31日 星期六要 闻 2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管
农村信息报社主办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
举报电话：0571-86757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7
通联服务部：0571-86757198

社址：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 邮编：310020
投稿邮箱：ncxxb@126.com

印刷单位：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329号

编辑：曹丽娟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9 E-mail:dawn306@163.com

要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必须促

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记者了

解到，随着稻米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逐渐壮大，秀洲区已实现从育秧到

收割处理的全程社会化服务，组建了由

社会化服务主体、技术专家等组成的服

务团队，为种粮主体提供“线上农服”技

术支持。截至目前，全区建立了涉及稻

米产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104家，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09%。

打造更高水平的新时代“浙北粮

仓”，需要强链补链。“今年以来，我区聚

焦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根据产前、产中、

产后的不同特色，串联起种业研发、基地

生产、社会化服务、稻米制品规模加工等

环节，推行‘企业+合作社联合社+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农户’的产

业链模式，发展稻米订单生产，推动稻米

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该区

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品牌打造方面，我们大力培育‘绿秀洲’

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已授权主体40家，自

投放市场以来，每年平均溢价20%左右。”

秀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该区将全面加速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大力推进运河湾现代种业

创新园建设，完成水稻新品种展示中心

建设，并征集约150个长三角水稻展示品

种，深化农业“双强”行动，为我省粮食生

产实现“九连增”作出贡献。

壮大“全链条”

□本报记者 蔡希师

本报讯 今年9月22日将

迎 来 第 七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近日，省委农办、省农业

农村厅、省委宣传部等18家单

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庆丰收

活动的通知》，明确今年我省

农民丰收节以“深化‘千万工

程’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重

点突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丰富乡村文化供给、助推

“新农人”培育、弘扬传统农耕

文明、激发土特产消费、壮大

乡村休闲农业、挖掘培育民俗

活动等七方面，充分宣传展示

我省“三农”领域发生的巨大

变化、取得的显著成就，推动

“千万工程”再深化、再提升，

以“三农”之景展现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图景。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庆

丰收活动采用“1+11+N”形式

开展。“1”为全省主场活动，

“11”为各市推出的重要庆丰收

活动，“N”为各地各部门特色

庆丰收活动。浙江主场活动设

在杭州市临平区，将开展群众

联欢、现代农业展示、民俗文化

表演、农民体育竞赛、农耕文明

体验、融媒体直播等活动，还将

集中展演“乡约浙里”系列文化

活动优秀作品，举办乡村土特

产市集、全省现代化农事服务

中心组网仪式，展示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成果。

除浙江主场活动外，省内各

地也将结合地域特点、文化特

色，举办11场庆丰收重点活动。

其间，省级相关部门也将

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庆丰收活动。省委农办、省农

业农村厅将组织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

活动、“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普法宣传、“浙农优产百县千

品”名优土特产等活动；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将开展“强

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文化特派员乡村文

化建设采风活动、“我们的村

晚”省主场等活动，在广袤农

村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我省将举办多场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记者 高晓晓

8月29日晚，金华古子城，

一个别开生面的“地方猪”夜

市，搞得红红火火，满满烟火

气。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烟火气展现出一个产业乃至

一个地域的独特魅力和历史

文化底蕴，引领新一轮消费潮

流与文化风尚，带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当烟火气撞上蓄势

待发的地方猪，将会产生怎样

的火花？

乘势“假日经济”。中国

两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国庆节

马上就要到了。“假日经济”是

百姓消费能力的集中释放，是

农产品等各类消费品服务供

给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展示

消费活力的一个窗口。特别

是中秋节，举家团圆的日子，

猪肉是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在

满足“吃饱”的共性需求外，更

要满足老百姓“吃好”“吃出特

色”的差异化需求，丰富老百

姓的餐桌和菜篮。从地方猪

品质来说，不仅肉质优良、口

感细腻，还有“记忆中的味道”

和“岁月里的故事”。从地方

猪定位来看，主打优质猪肉市

场，在节假日，老百姓更愿意

为全家享受美味和快乐埋单。

激活“味蕾经济”。打造

一个“爆品”，就能拉起整条产

业。要支棱起地方猪产业，有

赖消费端的布局与深耕。要

携手餐饮企业，不断改良，创

新更能体现地方猪风味的菜

品。除闻名遐迩的金华“两头

乌”外，玉江猪的肉片久煮不

散、不柴，适合开发火锅、涮肉

类菜品；岔路黑猪的特点是

“雪花猪肉”，其他品种也各有

特色。要加快布局地方猪预

制菜和食品加工产业，通过熟

制、卤制等方式延长销售周

期，不断深耕地方猪火腿、粽

子、猪油等细分领域，加快培

育单项冠军。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超

5100 亿元，东坡肉、红烧狮子

头 等 各 类 猪 肉 产 品 销 售 出

色。这些菜品也是地方猪的

“拿手菜”，可见，地方猪市场

大有潜力可挖，加工食品领域

已有一些品牌企业喝到了“头

口水”。金华熊猫猪猪两头乌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各

类加工肉制品收入达 3800 万

元，已超过鲜肉收入。以“膳

博士”品牌占领长三角的嘉兴

青莲食品休闲肉制品产值达3

亿元。

烙上“文化印记”。地方

猪“家乡的味道”布局选址，要

依赖渠道和藤蔓的延伸；地方

猪要持久扎根，则依赖产品辨

识度和产品品牌，还要讲好地

方猪文化故事。要全力争取

金华火腿等申报入选历史经

典产业，充分挖掘与地方猪相

关的浙江传统文化内涵和农

耕文化精髓，将历史印记和文

化符号深度融入地方猪产品

加工、品牌设计、文化创意、宣

传推广等环节，形成独特的品

牌形象、文化故事。同时，要

运用好省内、省外文旅平台，

越剧、昆曲等文化资源，持续

植入地方猪元素，为地方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从烟火气看地方猪产业发展

永康藏好姜

8月27日，在仙居县双庙乡方山岭村，该县党员志愿者和村干部一起为村民送水。受近日高温干

旱影响，仙居县部分山区村庄出现用水困难，该县水务集团第一时间成立以党员、志愿者为主的“抗

旱送水小分队”，保障群众生活用水，缓解“缺水”之急。 王华斌 摄

送水保民生送水保民生

激活“新动能”

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浙

江禾天下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建

平告诉记者：“公司在秀洲区新塍镇建有

种子加工仓储中心、育种基地和制繁种基

地。至2023年，公司自主或合作选育、独

家或区域经营的水稻品种达10个以上。

其中以‘嘉禾香1号’‘嘉禾567’为代表的

‘嘉禾’系列常规晚粳稻品种，以优质高产

的特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

在粮油等特色种业方面，秀洲区有着

丰富的资源。近年来，该区充分依托产业

特色和种业基础，扶优做强种业企业，助

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提升优势种业，为

秀洲好“丰”景注入源源不断的种质资源

“活水”。全区现有15家种业生产企业，建

成制繁种基地20970亩。此外，秀洲区还

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引导用种主体科

学用种，已累计建立良种示范推广基地22

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9%以上。

“去年，我区启动了以种业创新为重

点的秀洲运河湾现代种业创新园建设，

今年又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迈出打造‘种业硅谷’的坚实步伐。

未来5年内，我们将努力形成覆盖粮油、

蔬菜、水果等产业，制繁种总面积6万亩

以上，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现代种业产

业集群。”秀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做强种业“芯片”的同时，秀洲区还

积极打造“金土地”，实现高产优质。在秀

洲区新塍镇火炬村，田成片、地成块、路相

通、渠相连，大片晚稻田绿意盎然。“这些

可是高产优质的‘良田’。”新塍镇城镇建

设办公室工作人员金琦介绍，通过开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火炬村片区耕地从零散

的1.98万亩增至连片的2.37万亩，“改”出

了浙北地区最大的高标准农田。

近年来，秀洲区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步伐，努力提升粮食产能和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全区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34.52万亩，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

浙 农 观 察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