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农业“两区”建设的基础设施是

“硬件”，那么要发挥“两区”成效，必须要有

先进技术这个“软件”来支撑。

高新技术给农业带来的转变是翻天覆

地的，宛如魔术师的金手指，所到之处都有

令人惊异的蜕变。记者在唐先红富士葡萄

产业示范区就看到这样的巨变。

一亩田地里种多少东西？能有多少产

值？一般种植户，第一个问题可以有各种

答案，第二个问题往往就逃不开相似的数

字。但是，唐先红富士葡萄产区给出的答

案却是在推广反光膜，运用环剥技术后，农

户亩均增产2000多元。这就是设施种植加

技术创新带来一亩田的“绿色财富”。

据悉，为加快“两区”建设，我市大力推

进农业“机器换人”，强化公共服务和技术

指导，优化市场拓展机制，激发“两区”建设

活力，持续推进农民收入增长。

在公共领域不遗余力为农业市场主体

搭台，在产品营销上引导交易方式创新，贴

近市场，提升竞争力。连续成功举办九届

农展会、四届中国（永康）红富士葡萄节，支

持举办方山柿节、杨梅节、蜜梨节等地方农

业节庆，在唐先镇运营首家农产品展示配

送中心，为“两区”主导产业发展造氛围、促

流通。鼓励发展农业市场流通新方式，两

头乌猪肉、妙鲜冻米塘、俞家土面、菇尔康

食用菌等一批农产品纷纷“触网”，自建网

站，拓展微信、淘宝、天猫网店等营销渠道；

60 多位股东股权众筹 1200 万元开办小吃

店“品丽州”，试行O2O模式，将永康肉麦饼

做出了新味道，让永康农业搭上了“互联

网+”的快车。

以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为载

体，加大扶持力度，共发放农机购置和水稻

关键作业环节补贴资金 2500 多万元，掀起

农业领域的“机器换人”热潮。截至去年

底，全市农机总动力 35.8 万千瓦，其中大中

型 轮 式 拖 拉 机 246 台、农 用 小 型 拖 拉 机

4015 台、水稻插秧机 180 台、联合收割机

308 台、水稻工厂化育秧设备 28 套、谷物烘

干机 86 台，建成区域性粮食烘干中心 21

个。大力推动“两区”成为农机化的排头

兵，建立省级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

12 个，“两区”水稻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83%、粮食机烘率达60%。

此外，为完善“三位一体”基层农业公共

服务体系，我市组建了由首席专家、责任农

技员、乡土专家组成的农业创新与推广服务

团队，建立“两区”农户气象预警平台，开办

“声广植保网”，拍摄《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

光盘，出版蔬菜、水稻、茶叶等系列病虫害防

治原色生态图谱，研发“水稻病虫害诊断与

防控自助式智能咨询系统”和“农业防灾减

灾科技信息多媒体查询系统”，提升了农技

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信息化水平。

科技创新是我市农业从传统农业走向

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市农业“两

区”建设多点开花，精彩纷呈。

市农林局局长应加兴说，下一步，我市

将以金华农业“两区”现场会在永举行契

机，认真学习兄弟县市的好经验、好做法，

查问题补不足，优服务促发展，更加重视培

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更加重视提升社会

化服务水平，更加重视发展安全农业、循环

农业、智慧农业和精致农业，加快打造农业

“两区”建设升级版。

谋划为先 勾画现代农业“两区”建设蓝图

超前应变，谋划为先。我市坚持高标

准规划农业“两区”建设蓝图，科学布局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注重与城

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机衔

接，严格按照“走精品、特色农业发展道路”

的要求，制定出“1255 工程”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任务，即建设1个以上现代农业综合示

范区、建成2个以上主导产业示范区、建成5

个以上特色农业精品园、建设 50 个以上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同时计划通过 8 年-10 年

努力，力争建成1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虽然农业在我市经济总量中占比很

小，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的基

础性地位，采取倾斜政策，大力扶持农业

“两区”建设。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两

区”建设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协调解

决问题，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出台

《关于加强粮食功能区建设与保护工作的

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的意见》，通过政策扶持引导，吸引资金、

人才等要素向“两区”集中，推动规模化发

展。每年安排 2000 万元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专项资金，率先在全省出台粮食功能区

“以奖代补”100 元/亩的奖励政策，整合

涉农部门支农资金投入“两区”；设立 100

万元的“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融资风险担

保基金”，每年安排 100 万元的奖励基金，

对投身农业的大学生及村官三年内给予

每月 1000 元的补助，支持大学生投身农

业园区创业。同时引导工商资本、社会资

本投资园区建设，如太平工贸公司投资

500 多 万 元 ，在 红 富 士 葡 萄 示 范 区 建 成

“十里葡萄长廊”。农业银行实施“信贷支

农”，对 7 家农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 5955

万元。农商银行推出“美丽田园”农业产

业链贷款，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贷款 149 户，金额 1.1 亿元。目前，全

市“两区”投入资金已超 4 亿元，初步形成

“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项目为重 牵动农业转型升级的“牛鼻子”

谋划为先，实施为本，有效落实这些规

划，才是牵动农业转型升级的“牛鼻子”。

我市做强主体、做精品牌，做到保粮食安全

和抓转型升级同促进、共发展，引领带动全

市精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将农业“两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的试验区，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为核心，引导产业向全产业链延伸发

展，涌现出杨溪稻米合作社、伟丰肉食品公

司、旺盛达农业开发公司、菇尔康生物科技

公司等一批致力于全产业链发展的典型。

前仓食用菌精品园以“公司+研究所+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涵盖科研示范、技术培训

推广、种植生产和加工销售，市场前景看

好。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杨溪稻米

合作社有社员100多名，以石柱姚塘核心区

为“总部”，辐射 13 个镇 122 个村，承包耕地

1.4万亩，开展水稻机械化生产、社会化服务

和稻米加工销售。为鼓励适度规模种粮，每

年安排130万元，重奖“十大种粮大户”和20

名优胜种粮大户，培育了规模在20亩以上的

种粮大户223户，面积6.4万亩。目前，全市

有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79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265家，家庭农场217家。

通过政策、资金、科技等倾斜，以品牌建

设为纽带，突出重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我市农业特色产业生产向农业“两

区”精品农业区域集聚。成功争创了“中国

红富士葡萄之乡”“中国方山柿之乡”称号。

注重本地拳头产品、优势产品、特色产品、原

产地产品的品牌培育和保护，加强生产、流

通环节的技术服务与指导，催生和培育各类

农产品品牌40多个。其中新增浙江省名牌

（农、林）产品 3 个，浙江省著名商标 2 只，金

华市名牌产品3个，金华市著名商标6只，浙

江老字号 3 个。目前全市有 50 多个家庭农

场和大户已经开始应用精品农业技术。如

在唐先镇发强家庭农场采用红富士葡萄避

雨栽培、肥水同灌，疏花疏果，定量定产，平

均亩产值达到3.5万元以上。

生态为本 以循环经济理念发展生态农业

在“两区”建设过程中，为坚持生态发

展理念，我市着力构建资源循环利用、面源

污染有效防治、环境持续改善、产品优质安

全的“两区”现代循环农业体系。

在唐先镇十里葡萄长廊下，施新社摆

在路边的葡萄总是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购

买。“这都是有机肥的功劳。”施新社告诉记

者，长期使用化肥会让土壤性状恶化，使用

有机肥后种出来的葡萄个头大、产量高、卖

相好。

施新社所用的有机肥，是畜禽排泄物

经发酵处理后，富含氮、磷、钾以及多种营

养成分的复合有机肥。这些有机肥产自鼎

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据介绍，该公司投资

800 多万元建成了 2 万平方米的畜禽粪便

收集处理中心，主要处理畜禽粪便废弃排

泄物，生产的有机肥产品达到国家标准。

“仅唐先葡萄基地每年就需要有机肥 4000

多吨。”该公司负责人吕红伟说，企业建立

了“标准化生产—废弃物（有机肥、沼液）—

果、蔬菜种植”综合利用生态循环模式，实

现了零排放。

据悉，以“五水共治”“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县创建”为契机，我市大力发展生态

循环农业，同步推进业主自我消纳小循

环、就近结对消纳中循环、市域统筹谋划

大循环“三循环”。在清溪省级现代农业

综合区创建点建设市级畜禽粪便处理中

心和有机肥加工厂，在石柱镇、芝英镇等

地建立 3 个沼液抽排、配送、浇灌“一条龙

服务”的沼液配送服务点。唐先省级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区通过验收，其中 3500 亩

葡萄基地配套用上滴灌技术，用水节约

50%。大力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养殖模式，

全市 21 家养殖场探索出“猪粪—有机肥

—蔬菜、牧草基地”模式等 10 种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模式，推进畜禽排泄物从污染治

理向资源化利用转变。在舟山蚕桑产业

示范区实行蚕屎统一收集，推广桑菇套种

等模式，既解决蚕粪随意倒弃问题，又产

生了效益。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两区建设”的重

要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关停拆除养殖场

（户）758 家，整治提升 87 家。开展化肥农

药减量控害“双控”专项行动，全市实施测

土配方施肥 32.8 万亩、统防统治 7 万亩、高

效农药替代 6 万亩，推广缓（控）释肥 1.2 万

亩，减少农药化肥用量。推广“五统一”服

务，探索实施无人飞机防治、性诱剂、太阳

能杀虫灯、物理杀虫、生物农药和趋避作物

种植等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两区”农业面

源污染，呵护农业生态。

创新为要 发挥优势为现代农业提档升级

我市加快打造农业“两区”升级版

希望的田野尽展精品特色农业魅力

记者 应玲菲
版式 蒋立峰

中国红富士葡萄
之乡、中国方山柿之
乡 、伟 丰“ 两 头
乌”、菇尔康灵芝孢子
粉⋯⋯我市一块块现
代农业的“金字招牌”
璀璨夺目，水产养殖、
蜜梨、杨梅、竹笋等新
兴产业也渐成气候，

“猪粪—有机肥—蔬
菜、牧草基地”“蚕屎
统一收集，推广桑菇
套种”等种植养殖新
模式方兴未艾。

行走在盛夏的永
康农村大地，视野所
及之处，这厢田畦亮
丽水皆绿，那方林木
阴郁、葡萄正红、百果
飘香。举首沃野，连
片的养殖塘和设施大
棚点缀其间，俯视大
地，一派清新明丽、丰
沃富足。

2010年，我市作
出了以“两区”建设为
龙头，着力走精品、特
色农业发展道路的战
略部署。5 年来，我
市农业“两区”发展显
示出巨大的活力。到
目前为止，我市累计
建成粮食功能区面积
7.7 万亩，省级千亩
粮食功能区 1 个、金
华市级示范性粮食功
能区 2 个；2 个产业
示范区、6 个特色农
业精品园通过省级验
收，48 个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通过金华市级
验收。我市连续 2 年
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
先进县，我市连续 5
年刷新金华市最高粮
食单产记录，去年高
产田创全省最高亩产
1029.2 公斤。去年
实现农林牧副渔业总
产值 13.6 亿元，同比
增长 3.97%；农村常
住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19849 元，同比增长
11.5%。

前仓“菇尔康”小灵芝长成大产业 记者 林群心 摄

石柱伟丰“两头乌” 记者 林群心 摄

唐先葡萄熟了 记者 林群心 摄

石柱姚塘粮食生产功能区

无人机植保 记者 林群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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