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3188 永 康 市 成 罡 教 学
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永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5 年 12 月 4 日 核 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MA28D5Y684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成罡教学设备有

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声 明
3188 永康市成罡教学设
备有限公司遗失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前仓支行核发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82004539701，声 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3203 永康市开创门面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9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000062476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开创门面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3205 永康市江南俞高才
副食店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22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3085830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江南俞高才副食店

2017年9月13日
声 明

3215 永 康 市 众 诚 电 梯
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发 票
联）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3300162320，发票号码：
13330421，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3178 永康市西城阿牛五
金厂遗失永康市市场监
督 管 理 局 2014 年 6 月
26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2109340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西城阿牛五金厂
201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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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年前刚接触大树冠

栽培模式时，许多农户还因为担心

产量而不敢尝试。为扭转农户固

有的传统观念，作为水果先进种植

模式的推广单位，市农林局经济特

产站充分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在

短短两年内，该站组织了数批共

800 多位葡萄种植农户前往上海、

余姚、金华及武义等地实地考察大

树冠栽培模式。而农户的观念也

在学习后逐渐发生转变。

目前，特产站已在唐先镇发强

家庭农场、志军家庭农场，舟山镇

高下杨村、前仓镇大陈村等地建立

了 200 多亩示范园。成功种植大

树冠葡萄后，市农林局经济特产站

分批带领 400 多位葡萄种植户前

往发强家庭农场、志军家庭农场等

示范园，以现场会形式，让广大种

植户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推广

葡萄大树冠种植模式。一些大树

冠葡萄种植户也变身“推广员”，积

极推广这种模式。每次合作社召

开会议时，杨明双总是极力向与会

的 50 多位农民宣传大树冠，介绍

这种种植模式。

通过经济特产站的推广及农

户的口口相传，我市目前已有数十

家农户加入到大树冠栽培模式的

队伍中。据市农林局透露，明年我

市计划推广大树冠模式 300 亩以

上，后年预计推广面积更大，从根

本上改变葡萄种植产业劳动力密

集的现状。据悉，推广大树冠模式

期间，经济特产站将持续发挥强大

的技术支撑作用，确保这项省农业

厅产业团队项目能在明年作为典

型向全省推广，届时，大树冠这种

栽培模式，将成为我市农业种植领

域的又一张金名片。

大树冠葡萄逐年递增
明年将种300亩以上

□记者 陈慧 见习记者 施金果

改变劳动密集现状 替农户省工省时省肥

大树冠葡萄栽培模式受果农热捧
“省工省时省肥，而且产量与传统模式持平”，这是我市葡萄种植户对大树冠栽培模式最直观的感受。作为水果先进栽培模式

的组成部分，大树冠在葡萄种植领域改变了传统农业劳动力密集的特点，成为了备受农户青睐的、充满现代感的新兴栽培模式。
“近两年，我们永康数十家葡萄种植户已经或即将引进这种模式。”市农林局首席水果专家、高级农艺师陈红星告诉记者，而且

未来经济特产站将持续跟进，确保这种模式能在我市成功推广。

套种的西瓜套种的西瓜

套种的套种的生姜生姜市农林局专家指导农户种大树冠葡萄市农林局专家指导农户种大树冠葡萄

每亩少于30株 产量与传统模式持平

传统模式每亩要种 150 株左右

的葡萄，大树冠葡萄却只种10到30

株，尽管种植数量差距较大，两者产

量却不相上下。

位于唐先镇夏杜曹村的发强家

庭农场在两年前就已经引进了大树

冠栽培模式。在农场主曹发强 130

多亩的葡萄园里，有 100 多亩每亩

只种了 12 株或 6 株甚至 3 株葡萄。

走进种植区，只见葡萄树在空旷的

土地上呈“H”型纵横排列，葡萄藤

沿着大棚顶部自由地向四周延伸。

曹发强告诉记者：“一株葡萄

在场地和肥料充足的情况下就可

以产出大量葡萄”。在唐先镇新河

村方志军的农场内，一株六七年前

无心种下的大树冠，稍经打理，今

年已经产出 480 串葡萄，产量 280

公斤，产值 8000 多元。而大棚内

三年不到的大树冠葡萄在控制产

量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亩产基本能

保持在 1500 公斤左右（每亩 12 株，

每 株 产 200 串 左 右 合 150 公 斤 上

下），产量惊人。

舟山镇新楼方山葡萄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杨明双告诉记者，为了确

保葡萄生长力旺盛，采用大树冠模

式时，农户一般会选择新栽葡萄而

不是生长多年的葡萄，农户为保险

起见，会尽可能多种些葡萄苗保证

产量，但事实上如果葡萄树生长得

足够快，就算是 12 株也能保证产

量。在农户李卫胜的葡萄园内，去

年春天刚种下的筷子粗细的早夏黑

苗，今年一株产量就达到 100 多串，

合60多公斤，产值近千元。

1616个月的大树冠个月的大树冠早夏黑早夏黑

省工省时省肥 大树冠还可减少病虫害

由于每亩葡萄种植数量少，“省

工省时省肥”成为了农户对大树冠

葡萄最直观的感受。

“葡萄每年都要施四到五次肥，

每次施肥时都要绕着根刨土埋肥

料。”杨明双说，传统模式下每次施

肥时，农场都要请两三个人来帮忙，

但大树冠模式下，自己一人都能完

成施肥工作。

不仅如此，大树冠采用控根栽

培后，种植葡萄的土壤厚度增加了

30到40厘米，抬高位置确保葡萄根

健康生长，在雨水较多的夏季，可有

效防止葡萄因根部吸水过多而导致

的开裂腐烂。而直径 1 到 2.5 米的

控根器则牢牢地“圈”住了土壤和肥

料的肥力，使葡萄养料充足从而更

健康地生长。

在大树冠栽培模式中，由于每

株葡萄间距较大，葡萄树基本不存

在原有的叶片交叉重叠的情况，所

以大树冠葡萄可以充分接受日晒，

而且通过交叉等方式传染的病虫害

也减少很多。这在确保葡萄健康生

长的同时，也减少了葡萄的农药使

用量。

而大树冠在栽培时使用的一目

了然的“一”字型或“H”型或“王”字

型排列方式，让葡萄无论在查看生

长状况，还是采摘时，都少了许多

“障碍物”，农户可以清晰快速地了

解葡萄的生长状况，便于开展后续

的采摘治虫工作。

“大树冠葡萄和传统葡萄相比

还有个特点，由于种植稀疏、排列整

齐，整片葡萄地看上去非常清爽舒

服，观赏性强。”陈红星表示，这有利

于农户在未来开发农业观光、旅游

等产业。

葡萄地套种蔬果“傻瓜”模式简单易做

在葡萄种植户看来，大树冠栽
培模式还有个特点：操作简单，易学
易做。“传统葡萄每次剪枝时都要在
分支上留‘芽’，确保来年能够健康
生长，如何剪剪到什么程度都要技
巧。”在曹发强看来，大树冠采用的
不留分枝只留主干的裁剪方式，可
谓“毫无技术含量的傻瓜模式”。

恰恰是这种傻瓜模式，帮农户
省心省力的同时，也为农户添了个
副业：立体套种。每亩大树冠种植
大棚可套种 0.7 亩左右，也就是说一
亩地可以种植相当于 1.7 亩的农作
物。这些农作物包括西瓜、生姜、花
生、迷你番薯及甜瓜等。

“立体套种一方面可以增加土

地利用率，另一方面这些作物也可
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收入。”陈红星
说，这种套种模式是传统葡萄不敢
尝试的，因为“会把肥料偷走”，不过
大树冠用控根器牢牢圈住肥力，排
除了其他农作物盗肥的可能，也让
农户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充分
利用已有大棚等设备进行套种。

据悉，目前大树冠大棚内已成功
套种生姜、西瓜等农作物。去年，曹
发强在包括大树冠基地在内的 100
多亩土地上种了近 20 万公斤九头
芥，目前已经晒干成 1.5 万多公斤梅
干菜，装在数十只直径一米的圆桶
内，散发着清香，等待出售。下一步，
市农林局还将指导农户套种药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