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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装车、运输……丽水市莲都区碧湖平原

机械轰鸣，种植大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晚

稻。连日来，莲都区各地陆续开镰收割晚稻，全区

近5万亩晚稻迎来收割高峰。

走进莲都区碧湖镇周巷村，看到收割机正如同

钢铁巨兽般“气势汹汹”地驶入稻田，一排锋利的割

刀整齐而迅速地切入稻株根部，将一排排成熟的水

稻毫不犹豫地揽入怀中，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种

粮大户周根伟表示，今年晴好天气较多，给水稻提

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今年水稻每亩能收600公斤

左右，亩产量比去年能增收50多公斤。”

晚稻产量占水稻总产量九成以上，抓好晚稻秋

收工作，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大局。据了解，今年莲

都区晚稻种植面积预计4.8万亩，产量2.5万吨。

在做好秋收工作的同时，粮食销售也至关重

要。莲都区粮库在原来1.41元的收购价格上，还增

加了4000吨的订单奖励，每斤收购价增加两毛钱，

同时推行“五优联动”政策，对规定品种在原收购价

上再增加每斤5分钱，确保农户种粮售后无忧。

丽水市莲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季俊

告诉记者，今年，莲都组织召开了第二届浙西南水

稻新品种数字化展示观摩会，在展示的83个水稻品

种中，评选出15个明星品种。这些明星品种性状、

抗性和产量均表现较好，助力莲都水稻增产、农业

增收。

本报综合

丽水：多措并举种好粮

日前，杭州钱江世纪城“CBD稻田”开始收

割，金黄色的稻田与钱江世纪城、亚运村的高楼

大厦及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毗邻同框，构成一

幅田园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新田园丰收

图”。“CBD稻田”总面积约4567亩，由杭州市萧

山区供销社全程托管，实行轮作制，今年6月小

麦丰收后，区域内又种植了水稻、高粱等作物，

正迎来全面丰收。

杭州：“CBD稻田”迎来丰收季

立冬前后，嘉兴晚稻成熟，进入收割季。这

两天，在嘉兴各地的田间地头，趁着天气晴好，

农民正抢抓收割，处处是丰收喜悦的劳作景象。

近日，在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

村，一台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

田里穿梭，收割稻子、吐出稻

谷。稻田旁，货车来来回回，

将刚刚收割的稻谷运送至

不远处的烘干加工中心。

“今年我们有 1 万亩的

稻谷被省内一家大米

公司预订了。”春丽

桥村党总支书记

张卫兴笑着告诉记

者。该村承包了1.5万

亩稻田，从 10 月底开始

晚稻收割，除去下雨潮湿

的天气外，每天收割进度在

50 亩左右。“这两天已进入收

割高峰期，估计要持续到 11 月

底 12 月初才能完成整个收割工

作。”张卫兴告诉记者。

今年8月，桐乡市石门湾现代农事服务中

心正式投入使用，新建了烘干中心、成套播种

流水线、自动催芽箱等设备，通过科技赋能农

业生产。在服务中心里，一台台烘干机已经启

动，烘好的稻谷直接机械化入库，待客户上门

装车运走，有些稻谷将经过碾米工序，产出优

质大米。

记者从嘉兴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嘉

兴晚稻种植面积达130万亩，预计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及总产与去年基本持平。“除小部分早熟

品种外，嘉兴晚稻收割基本在10月底、11月初

开始大面积作业。”嘉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全市晚稻预计在 12 月可收割完

毕。

今年以来，嘉兴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规模种粮（油）补贴、订单良种奖励、粮食贷

款贴息等政策，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上半年，

嘉兴夏粮产量居全省第一，平湖小麦百亩方单

产551.76公斤，打破“浙江农业之最”纪录。

嘉兴：抢收130万亩晚稻

日前，在衢州市柯城区华墅乡龙泉头村垦造地

块上，大豆、花菜、苋菜等蔬菜长势喜人，20多名阿

姨正忙着种植青菜苗。

近年来，华墅乡新增耕地约1.5万亩。为充分

利用好土地资源,实现良田使用效益最大化，2023

年，通过以商招商，引入杭钱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合作，共同推广“稻菜”轮作模式。

“杭州市对蔬菜有较大需求，但现有耕地较少，

而华墅乡耕地多，还是连片成规模耕地，非常适合

机械化作业。而且，这里交通便利、周边村劳动力

富足，降低了我们的种植成本。”杭钱衢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富张林介绍，今年9月，该公司在

龙泉头村种植560亩大豆、100亩花菜、50亩玉米，

目前正在望江村种植1100亩芥菜、青菜、莴笋等蔬

菜。这一季蔬菜种完后，土壤肥力将得到显著提

升，下一季蔬菜产量预计可提升40%左右。

华墅乡副乡长龚鑫华说，项目初期，富张林团

队面临住宿、餐食等问题，乡里立即为他们联系好

了住宿。此外，该团队还积极动员村里的富余劳

动力参与田间作业，既解决了公司用工问题，又增

加了村民收入。目前，该项目已吸引周边劳动力

500余人，每年预计发放劳务费500万元。同时，华

墅乡农事服务中心已完成主体结构，包含占地 40

多亩的仓储和烘干场地，预计于 2025 年年初投入

使用，将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项目综合效

益。

华墅乡党委书记童新说，在人大、资规、农业农

村、乡村振兴公司等单位的支持下，乡里实施“稻

菜”轮作项目，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推动

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下一步，华墅乡将进一

步加大招引力度，力争在全乡推广“稻菜”轮作模

式，吸引500余名农业主体、新农人等，带动华墅乡

物流、餐饮、住宿等产业融合发展。

今年以来，柯城区以设施蔬菜及“稻菜”“稻豆

菜”等“稻＋”为重点发展方向，依托“稻菜”周年高

效栽培轮作等模式，继续在航埠镇、石梁镇、九华

乡、华墅乡、石室乡等乡镇推广“稻菜”“稻-菇-菜”

等“稻＋”高效栽培模式3000余亩。

衢州：“稻菜”轮作促增收

日前，台州湾新区三山涂区呈现一派繁忙景

象。2600多亩水稻稻穗饱满，压弯了稻秆，迎来丰

收。

台州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抓紧晴好天气进

行收割。根据测算，这些生长在滨

海滩涂上的水稻最高亩产能超过

500公斤，平均约400公斤。盐

碱地滩涂变粮仓成为现实。

去年年初，循环公司面

临了一项挑战：将台州湾

新区三山涂区的滩涂

地——原本被认为不

适合种植水稻的区

域，转变为可耕种

的良田。

在土壤改良过程

中，循环公司紧扣降盐、

抑盐的难题，并听取当地

海产养殖户的经验，通过挖

通河道沟渠，利用聚海河的淡

水来“洗田”降低土壤盐分。白

天在淤泥中劳作，晚上整理数据成

了工作常态。

此外，他们还请教农科院专家，引进耐盐碱的

“海水稻”种子，通过边种植边改良，持续探索盐碱地

改良的方法，为滩涂农业种植开辟了更多可能性。

为了确保水稻田的种植质量，去年4月，循环公

司在初步改良区域建立了水稻试验田，并在7天7夜

内完成了泵房建设，确保试验田用水。试验田的耐

盐水稻获得成功，这为今年大面积种植增添了信心。

经过180余天的连续作业，循环公司于去年10

月率先高质量完成了三山涂北区块115.7公顷的垦

造耕地任务，而如果是自然改良，预计需要8年至20

年的时间。

北区块变为符合耕种、适宜耕种的农业大田种

植区域，并入选2023年度台州市“十大精品造地工

程”。

今年以来，循环公司将三山涂北区块的成功经

验应用于三山涂南区块的垦造耕地项目。

循环公司农业种植负责人尹剑介绍，为了抓住

种植的黄金期，在前期盐碱滩涂地土壤改良的基础

上，种植管护人员通过科学选种、合理密植、田间指

导、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措施，让贫瘠

的土地逐渐转变为丰收的沃野。

如今，这片改良的地块已是渠成网、田成方，随

风起舞的稻谷由绿变黄，带来丰收的喜悦。新区的

水稻种植面积将从1.2万余亩增至近1.5万亩，昔日

的盐碱地已变身为高产优质的“新粮仓”。

台州：滩涂地“海水稻”喜丰收

日前，全省晚稻收获进入高峰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全力抢收，一台台收割机投入秋收一线，铆足劲抢农

时、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在金黄稻浪间上演了一场场丰收好戏。

请看 画卷丰收丰收
全省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