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张枥元

夏秋时节，嘉兴南湖的碧波

之上，“隐藏”着一种独特的美味

——“元宝菱”。皮色翠绿、状似

元宝、口感喜人，无论是菜场超市

的展台上，还是直播电商的镜头

前，“元宝菱”都广受青睐。

“元宝菱”，即南湖菱，以皮薄

肉嫩、汁多甜脆、清香可口、营养

丰富，被誉为“菱中珍品”，更是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嘉兴市种

植南湖菱已超过600年历史，如今

种植面积超 1100 亩，年产量 959

吨，建成标准化南湖菱生产示范

基地3个，以秀洲区油车港和王江

泾两个相邻镇为核心，成为这一

传统农产品的主产地。

近日，记者走进王江泾镇古塘

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只

见智能玻璃温室与菱角种植大棚

交相辉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科

技魅力。“这里种植的是今年新认

定的南湖早菱品种，早期产量高，

通过大棚栽培，可以一直采收到

10 月份，为种植户带来更高的产

量和收益。”嘉兴市农科院专家袁

晔介绍，与传统南湖菱相比，南湖

早菱蛋白质含量达2.42%，显著高

于传统品种，且早熟性明显，生育

期提早至少15天。

为了保护南湖菱种质资源，

嘉兴市农科院研究出了南湖菱种

质保存和提纯复壮技术，成功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这项发明

对南湖菱资源的采集、鉴定以及

留种方式方法进行了规范，为南

湖菱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有效路

径。“我们多开发实用技术，农民

就能少烦心。”嘉兴市农科院正在

秀洲区油车港镇推广应用该项技

术。通过连续3年提纯的菱种，其

菱果的长角率可低于5%。

作为南湖菱最大主产区、有

“中国菱乡”之称的油车港镇，下

足“绣花功”，发展菱产业，打造了

南湖菱文化馆和 3A 级景区胜丰

村菱珑湾，推进赏菱花、采菱角、

作菱画等项目，建立“共富工坊”，

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在促进

农户增收致富的同时，充分展现

嘉兴菱文化的魅力。

嘉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市鼓励农户充分利用

水域扩大南湖菱种植面积，形成

“合作社+基地+农户”产销一条龙

发展模式。2023 年，全市南湖菱

产业营收约1500万元。

今年7月，浙江工业大学发布

了关于南湖菱壳中抗肿瘤有效成

分的研究成果，为南湖菱的深加工

和医药应用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有望进一步拓宽产业增值空间。

浑身是宝的南湖菱，正让“一

曲菱歌敌万金”成为现实。

寻找““隐藏款隐藏款"" 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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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璐兰 通讯员 潘玮

本报讯 “乡村产业发展到哪

里，技能培训就跟进到哪里。”最近，

这句话成为景宁县众多乡村干部的

口头禅。一年多来，该县组织开展

各类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考核、技能

竞赛等，以培养更多各方面素质突

出的“多边形”乡村干部，适应乡村

发展需要。至今，全县已有1057名

乡村干部拿到相关技能证明证书，

人均掌握专业技能1项以上。

“进入辣椒采摘初期，要关注

叶片、根茎的状态，防止出现青枯

病、白斑病，影响第二茬辣椒的生

长。到了盛果期，要特别关注病虫

害，及时进行管理。”近日，在景宁

县大地乡强技共富学堂，农技专家

许华顺正以视频连线的方式，指导

乡村干部和部分农户如何养护高

辣度辣椒。

大地乡党委书记严益贵说：

“去年，该乡因地制宜引进了400亩

高辣度辣椒，效益不错。今年，辣

椒种植面积扩大至 800 亩、40 万

株，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难免遇到

技术难题。我们与相关部门联系，

请专家开设集种、护、采、销全流程

一体的培训课，乡村干部带头学，

为农户提供更专业、更细致的技能

指导。”

景宁县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全

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我县21个

乡镇（街道）围绕惠明茶、畲药、高山

冷水茭白、苔藓等富民产业或地域

特色产业，谋划建立区域主导产业、

畲族技艺、畲医药、技能服务等四大

类强技共富学堂29个，因地制宜梳

理乡村干部所需‘技能清单’105项，

推动技能人才培育取得新突破。”

目前，景宁县已构建起包括1

个县级技能培训中心、3个实训基

地、N个强技共富学堂在内的“1+

3+N”技能培训体系，通过定期开

展技能培训、技术比拼等方式，推

动乡村干部在实训中增强精准服

务群众的能力。

今年以来，当地锚定打造技能

型山区县样板目标，通过优化政策

支持、搭建发展平台、营造良好氛

围，努力打造产才融合新矩阵。“我

们还把目光投向数字经济，重点打

造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去年11月，

我县与阿里巴巴淘天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合作运营景宁数字经济人

才培训基地，为景宁各级党员干

部、企业家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培

训，阵地式推进数字经济人才梯队

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该县有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已先后

举办“双招双引”发展赋能、短视频

策划专项技能、数字驱动区域产业

振兴等 8 批次主题培训，共有 650

余名干部群众参加，走出一条山区

县数字经济人才共育共享、互利共

赢的新路径。

1057名乡村干部拿到技能证明证书

景宁培育“多边形”乡村干部

□本报记者 李松

2024 浙里乡村健康跑活动将

于近期在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开跑。近年来，“村跑”在全国不

少地方掀起热潮，参与者在享受

运动乐趣的同时，可欣赏赛道沿

途的乡村美景，体验乡村风土人

情。它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体

育活动，更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载体，成为继“村BA”“村

超”之后又一个“村”字号体育活动

新“风口”。那么，“村跑”的流量密

码在哪里？它能跑出什么样的惊

喜？

以“跑”亮名片。“村”字号体育

活动的火爆，表明了公众对乡村体

育赛事的关注和喜爱，更是对乡村

美好生活的向往。此次活动举办

地下姜村，在“千万工程”的引领

下，从“有女不嫁下姜郎”的贫困

村，蜕变为“游客如织来下姜”的明

星村。“村跑”活动正是将这些“宝

藏村”串珠成链、变“盆景”为“风

景”，成为展示其内在美的一个窗

口。在比赛中，跑友们可以尽享慢

节奏田园生活的松弛时光。通过

跑友们的口口相传和社交媒体的

广泛宣传，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颜值

和内在兼具的和美乡村，更好展现

我省实施“千万工程”21年来，乡村

的美丽蝶变。

以“跑”强产业。如今，“村+”

类IP深入人心，“村跑”活动广受欢

迎。当来自四面八方的跑友会聚

于乡村，不仅带来了流量，提升了

乡村知名度，更是以长跑活动为桥

梁，连接了城市与乡村，让更多人

关注乡村、走进乡村、建设乡村。

同时，“村跑”活动的举办，推动举

办地改善沿线基础设施，加强保障

服务能力，引入配套产业业态，为

乡村打造创业投资的“桃花源”夯

实基础。“村跑”也为乡村“土特产”

提供了展示展销的平台，促进产销

对接，通过嵌入吃、住、行、游、购、

娱等消费场景，融入农耕、农遗、农

趣、农味等特色元素，激活乡村赛

事经济，引爆乡村消费热潮，书写

好“土特产富”的文章。

以“跑”兴文化。文化是乡村

的灵魂。“村跑”活动要想办得出

彩，浓浓“烟火气”必不可少。民俗

表演、特色小吃、非遗技艺，不仅可

丰富“村跑”活动的内涵，而且能成

为城市和乡村双向奔赴的纽带，让

乡村文化在“村跑”中得以传承和

发扬。通过“村跑”赛事平台，组织

开展送戏下乡、花灯游园、民间达

人秀等趣味活动，深入挖掘村舞、

村品、村戏、村剧等特色载体，包装

重塑乡村长桌宴、乡村美食街、乡

村大食堂等鲜活场景，营造浓厚的

乡土氛围。同时，村民参与“村跑”

活动，可丰富业余文化生活，通过

比赛促进交流，增强认同感和凝聚

力，形成乡村文明新风尚。

“村跑”不止于“跑”

南湖上长着“元宝菱”

浙 农 观 察

临海是“中国无核蜜橘之乡”，

涌泉镇则是临海蜜橘的核心产区。

近年来，涌泉镇依托蜜橘产业，先

后设立“共富基地”，组建柑橘数字

化共富工坊，并建成全省最大的柑

橘产后数字化服务中心，致力“数

字+”赋能农业生产。

涌泉镇的柑橘“共富基地”，

有一条耗资 900 余万元打造的柑

橘数字化分选流水线。在这里，

蜜橘被整齐排列有序传送到数字

分选线，依次经过果径、果皮色

度、酸度等8个指标的检测，最后

依据检测数据精准分级，送入不

同等级的分选筐。

“数字分选线每小时可处理

15 吨蜜橘，不仅精确度得到了保

证，分拣效率也显著提升。”基地

负责人林东东告诉记者，这套6通

道柑橘数字化分选线，年分选量

达1.5万吨，效率提高5倍以上，增

加柑橘产值超2000万元。

临海市在持续提升“耕、种、

管、收”农事服务功能之余，还围

绕智能、高效、精准的目标，不断

扩展特色农事服务功能。“目前，

我们主要以所在镇及周边2个镇

为服务对象，提供‘全程机械化作

业’+‘数字农业、集中育秧、烘干

加工、农技服务、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收集处理’的‘1+5’项农事服

务。”临海市斯敏农事服务中心负

责人郭斯敏说。

斯敏农事服务中心位于临海

市永丰镇下塘园村，这两年，该中

心通过创新运营管理模式，积极

开展农事服务改革，依托数字农

业技术，实现气象预测、土壤墒情

监测、病虫害监测预警等多元化

服务功能。

临海市还建设了首个稻米综

合性生产服务区块，先后投入智

能化稻米包装成套流水线等先进

装备20余台，助力农户实现从原

料输入到成品包装的全自动化操

作。目前，该区块全年作业服务

面积达 10 万亩次，稻米年加工 1

万吨，产值超5000万元。

（上接第1版）

惠丰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

心便是其中的推广点之一。使用

西兰花高效移栽机，每亩生产成

本可降低10%。

同时，临海市以入选全省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

三批试点为契机，开展了大规模

农业设备更新行动。作为临海市

“东魁杨梅”主产区之一的白水洋

镇，通过实施农业设备更新行动，

引进台州市首台杨梅智能分选包

装流水线，该流水线可使杨梅分

选效率提高3倍以上，并带动周边

200多户农户亩均年增收1500元

以上。

全领域服务

9月11日，在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的山核桃水籽交易中心，全自动脱蒲机正在对山核桃进行脱蒲处理，加工

后的蒲壳归有机肥公司收购，产生的废水统一排入污水公司，基本实现零污染。 胡建强 摄

山核桃脱蒲加工忙山核桃脱蒲加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