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程益新

这些天，四川省松巴茶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春生每天忙着接听茶

商的电话。“浙江的茶叶品种鲜爽度

高，不苦不涩，很受四川本地年轻人

欢迎，今年我们基地明前茶产量预

计在5吨左右。”王春生告诉记者。

王春生是地地道道的松阳人。

2018 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带了当

地两名农技人员，到四川省巴中市

巴州区马山镇发展茶产业。他将

松阳的种植技术带到马山镇，并结

合当地实际，从茶叶品种选育、精

细化管护到茶叶加工、品牌培育等

方面进行探索，成功种植以“黄金

芽（叶）”“白叶1号”“中白1号”等

名优品种为主的无性系良种茶园

1725 亩，并申请了“巴山叶遇”品

牌，将生产的茶叶卖到全国各地。

不仅如此，王春生还创建了

1500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有针形

茶、扁形茶、香茶3条加工生产线，解

决了巴中市 1 万亩茶园的加工问

题。去年，公司茶叶销售额600余万

元，累计帮助当地1600人就业，带动

农民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

如今，浙江农企不但将“地瓜

经济”的“藤蔓”伸向省外，一些优

势农业项目还在国外占据了一席

之地。

近日，德清县莫干天竺蚕种有

限责任公司的2000张蚕种发往乌

兹别克斯坦，将在那里进行催青和

孵化。该公司还与乌兹别克斯坦

共同兴建蚕种生产企业，并派遣技

术人员前往，将先进技术与经验带

到国外。

“蜀桑万亩，吴蚕万机。”湖州

蚕桑丝织生产历史已有 5200 多

年。自古以来，蚕桑业就是湖州的

传统优势产业。德清县莫干天竺

蚕种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经营主体

中的代表，培育的蚕种畅销乌兹别

克斯坦、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越

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据公司负责人吴炳坤介绍，自

2010年首次走出国门后，湖州蚕种

就以其高产优质的特点深受国外

客户的欢迎。此次被选中出口的

“秋风白玉”蚕种为一代杂交品种。

“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蚕种容易发

病。通过各方努力，我们培育了适

应当地环境、既能抗病又能抗寒、

抗旱的蚕桑品种，提高了当地的蚕

种产量。”吴炳坤说。

记者从省农业对外合作中心了

解到，近年来，我省农企对境外的投

资布局不断优化，以种子种苗培育、

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投资为主导，

农业特色资源开发、农业示范园区

建设、农业服务业逐渐成为新的投

资热点。杭州正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在巴基斯坦开展种业合作，其项

目被推荐参评浙江省第二批境外

“小而美”农业项目；新安阳光等农

资企业在非洲加纳等国家设厂建基

地，同时开展技术培训“授人以渔”；

华立柬埔寨农业园区被推荐列入农

业农村部中柬“鱼米走廊”建设

2024—2027年的重点项目清单；温

州金盛贸易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

资设立现代棉花示范园，开展棉花

品种区域试验和示范种植；鹏盛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科技园持续开

展棉花和酿酒葡萄种植；贡河柬埔

寨农业园种植的芒果回运国内，更

好地满足了百姓的“果篮子”。

□本报记者 李松

当前，我省按下春耕备耕“快

进键”，奋力夺取粮食生产“开门

红”。粮食要丰收，选种很重要。

那么，种粮大户青睐什么样的水稻

品种？如何让农户放心买种、买到

放心种？

近日，在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

青马村新青马农场，记者看到种粮

大户唐海峰正在田间检查水稻秧

苗生长情况。“我们的育苗进度差

不多已完成七成，虽然前几天气温

较低，但对水稻秧苗长势影响不

大，预计4月10日左右就可以插秧

了。”唐海峰告诉记者，今年他计划

种植早稻3000亩左右，主要品种有

“中组53”“甬籼15”。他说，选种首

先看产量高不高，这是直接关系到

种粮收益的关键因素；其次看性状

好不好，尤其是抗病性能；最后看

茬口，由于种植面积比较大，为与

后续晚稻生产顺利衔接，他更倾向

于选择早熟品种。

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同样是

种粮农户重点考虑的。“平阳县靠

海，受台风影响大，所以当地种粮

农户除了考虑高产因素以外，对水

稻品种的抗倒伏性也比较看重。”

平阳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和种

子种苗管理站站长雷恒告诉记者，

今年平阳县早稻种植面积预计有6

万余亩，其中“中组100”“浙1831”

等品种占比较大。今年，该县共储

备早稻种子11万公斤，能满足早稻

种植需要。

“ 有 好‘ 芯 片 ’才 能 有 好 收

成。目前来看，全省种植面积比

较大的早稻品种有‘中早 39’‘中

组100’‘中组143’‘中组18’等，这

些品种具有产量高、抗病力好、稳

产性能强等特点，适宜在我省早

稻主产区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

专家吴早贵告诉记者，浙江是全

国最早设立水稻新品种选育重大

专项的省份，也是最早开展优质

稻品种选育的省份之一。近3年，

全省早稻高产品种应用面积占比

超九成。

如何让好品种顺利到达农户

手中，让农户放心买种、买到放心

种 ？ 我 省 今 年 推 出 了 一 项“ 妙

招”——启动“浙农码”和种子标签

二维码融合试点工作，农户购种

后，只需扫一扫包装袋上的二维

码，就可以了解种子的生产、销售

等信息，实现全过程溯源，安全又

放心。浙江农科种业有限公司主

推的水稻品种“中组53”自2024年

被列入省水稻主导品种以来，销量

扶摇直上，今年已卖出近100万公

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二成多。“我

们的品种不仅在浙江中南部早稻

产区卖得好，在湖南、广西等地也

很受欢迎。”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今有了“浙农码”加持，再也不用

担心市场上仿冒种子对公司声誉

的影响了。目前，省内7家主要供

种企业在开展这项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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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片区组团跟治理村子

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组团’”，

这是在采访过程中给记者留下深

刻印象的一句话，也是片区重点村

——泉井边村近年发展的真实写

照。

泉井边村过去以种植柑橘和

养猪为主，村集体经济入不敷出。

2020年，刘三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带领村“两委”干部一起开始了

从“三无”（无规划、无资金、无项

目）到“三有”（有人来、有活干、有

钱赚）再到“三富”（富村、富民、富

精神）的转变。

“2021年，我们决定打造甘蔗产

业园。”刘三富说：“我们村种植甘蔗

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保留着全国

独有的两个珍稀甘蔗品种——专

用榨红糖的糖蔗‘状元红’和曾作

为明朝贡品的果蔗‘贡品一号’。

这是村子特有的文化价值所在。”

“只有事情干成了，村民才会

认可。”泉井边村的嬗变印证了刘

三富的话，几年来，村民种甘蔗的

意愿被持续激发，村里形成了连片

600 亩 的 甘 蔗 林 。 泉 井 边 村 于

2022年入选省级第二批未来乡村，

2024年，在该村买甘蔗、红糖，住民

宿的游客达4.8万人次，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达190余万元，同时吸引

周边 80 多名村民就业，增加工资

性收入100余万元。

在刘三富看来，片区组团既是

“强村扶弱村”的必要之举，更是强

村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甘蔗

的成熟期短、季节性强，其余时间

段缺少业态支持是我们村发展的

瓶颈所在。”刘三富告诉记者，片区

组团给了泉井边村进一步发展的

可能，有了农业产业园，游客可以

去钓小龙虾、钓鱼、抓螃蟹、欣赏田

园风光，一年四季都有合适的游玩

项目，带动片区各村民宿、农家乐

发展。

“以往各村之间是‘井水不犯

河水’，现在通过抱团发展，村民尝

到了甜头，这其中靠的是党建引

领，带头人示范，让村民劲往一处

使、收益一起享，形成共同发展的

内生动力。”毛磊说。

“片区组团成功的关键在于人心‘组团’”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3月17日下午，记者

从“浙农码”赋能“土特产”全覆盖

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浙农码”赋

能“土特产”“数字名片”正式发布，

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为“土特

产”量身定制“数字名片”。

“为实现我省‘土特产’品牌

化、数字化、标准化管理，利用‘浙

农码’标识、溯源、预警等功能，我

们分层次开发了‘土特产’品牌、农

业主体、农产品 3 类‘土特产’‘数

字名片’，并与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实现了数据贯通。”省农

业农村大数据发展中心负责人介

绍道。

据了解，“土特产”品牌名片集

成了土特产形象图片、土特产详

情、主体名录等内容，后续将结合

区域公用品牌管理、绿色农产品认

定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等，建立

主体名录动态更新机制。农业主

体名片可以看到土特产生产经营

主体的基本信息、详情介绍、企业

产品等内容，支持生产主体录入线

上销售渠道，推进“土特产”销售线

上线下融合，提升订单复购率。产

品名片可以看到生产主体信息、产

品介绍以及相应的“浙农码”承诺

证。

“‘浙农码’‘数字名片’的推出

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可以增强产

品透明度，消费者对赋码产品的信

任度会更高，购买意愿会更强，能

让真正优质优价的农产品脱颖而

出。”浙江铁枫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是‘浙农码’的老用户

了，消费者可以通过‘数字名片’直

接了解我们的品牌故事、产品信

息，还能轻松实现‘货比三家’，扫

码下单就能购买，这能有效拓宽我

们产品的销售渠道，大幅降低产品

推广成本。”浙江聚优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坚宏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三张‘数字名片’与‘浙农码

’承诺证的层进贯通、一码统揽，

形成了以‘浙农码’为依托的浙江

‘土特产’全链数字化追溯管理体

系。从此，浙江‘土特产’有了专

属的身份象征、品质代言、信誉证

明，将大大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全国首创！

“土特产”有了专属“数字名片”

看种粮农户如何选品种

（上接第1版）

“我们的苗种、饲料、循环水养

殖体系均为公司自主研发，再有这

里优良水质加持，养出来的鱼品质

好，鱼肉鲜嫩饱满，单池产量可达

到 3000—4000 公斤，预计年产值

可达到3500万元。”公司相关负责

人卢一杭告诉记者。

为带动村民增收，该公司与后

溪镇政府达成协议，每生产1吨鱼

就给所在村集体100元钱，项目全

部建成后，将每年为所在各村增加

800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此

外，公司通过技术培训，吸纳周边

村民就近就业，计划推出“公司+

农户”生产模式，由村民承包车间

负责生产、公司负责产品销售，为

村民增收拓宽道路。

“产业是片区组团、持续发展

的‘主引擎’，不仅本身要有效益，

更要带动村民增收，只有这样，才

能让主体和这片乡土实现良性互

动，从而长期扎根。”毛磊告诉记

者。“地瓜经济”让浙江农企走得更远

3 月 21 日，

长兴县和平镇长

城村联合长岗村

和回车岭村开展

巡河护水行动，

组织党员与群众

共同参与水环境

治理，迎接“世界

水 日 ”的 到 来 。

图为长城村党员

志愿者正在打捞

水面漂浮物。

王徐超 摄

巡河护水巡河护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