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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见习记者 方堃

谈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很多人
对它的第一印象都是“工业强区”，小小
区域内盘踞着诸多国际龙头企业，去年
规上工业总产值超2144亿元。然而不承
想，其也是一个农业大县，耕地面积达
35.56 万亩，承担着全省 1/3 良种供应，
2023 年，全区农林牧渔总产值超过了 80
亿元。

或许是工业化早已刻入上虞的
DNA，日前，记者走进该区深度调研发
现，不管是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还是新
型经营主体，又或者在地头劳作的农民，
都实践着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导向推
动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路径，致力于让土
地产出更高效益来。

“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通过运用
革命性技术、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产业
自身转型升级，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完
全可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上虞区农业农
村局党委书记、局长任中华对此深有
感慨。

市场为先 三产融合

2 月虞南草莓分外俏，4 月下管樱桃
迎春来，5 月丁宅桑果惹人爱……在上
虞，一年四季均有鲜果，农产品的品类十
分丰富。但和中国许多县域一样，什么
都有一点，却什么都只有一点点，农户经
营各自为战，很难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更别谈品牌附加值。

早在 17 年前，上虞就着力破解这一
痛点，培育打造“四季仙果之旅”——以
二都杨梅、野藤葡萄、覆卮山樱桃等“土
特产”为核心，依托农家乐和旅游景区，
打造贯穿全年的乡村水果采摘线路，带
动农业从提篮小卖向农旅融合转变。
截至 2023 年，当地已建成星级采摘基地
57 个、星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242 家，“四季仙果”全产业链产值超 13
亿元。

“像二都杨梅，往年收购价每斤不过
8元左右，但采摘体验价每斤能达 25元，
珍稀品种甚至每斤高达 180 元。”上虞耀
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贾庆
耀说。他早年从事建筑业，前些年，在家
乡驿亭镇建了 400 多亩的高品质水果采

摘基地。随着发展渐好，就连从事电商
生意的儿子贾丁泽也参与其中。贾丁泽
年纪轻，头脑更活络，提出打造智慧
大棚。

“杨梅在梅雨季成熟，却最怕雨水，
智慧大棚不仅让杨梅品质更好，最重要
的是能提前半个月采摘，最精品的果子
早在树上就被预订完了，500元 1斤还供
不应求。”贾丁泽颇为自豪。大棚杨梅
的成功让父子俩信心大增，他们继续实
施枇杷、橘子、水蜜桃、樱桃等水果种植
的设施化改造，还衍生出深加工，推出

“耀庆山”牌的杨梅酒、山茶油等产品。
记者发现，过去在上虞，农民种地大

多只盯着一产，种出啥来就卖啥，自然难
有话语权。现在，有了贾庆耀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领头，则是用市场意识来引领
一产，尤其是三产融合后，采摘便是最佳
的体验营销场景，加工则提供托底支
撑。理念一转，模式一改，效益层层
叠加。

为了让小农户更好地接轨现代农
业，也让大伙儿的产品得以“借船出海”，
去年，上虞还启动了名为“上虞尚品”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政府引
导、平台主导、社会参与”运营模式予以
产业赋能。短短一年间，“上虞尚品”品
牌先后走进杭州、上海等地，带动优质农
产品溢价25%。

架构平台 要素集聚

众所周知，农业产业是个慢变量，投
资不小，周期挺长。上虞深谙其道，因此
对于农业项目招引，从不是漫无目的，而
是像引进工业项目一样靶向出击，充分
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并从优化地方产
业结构出发，通过各种要素的集聚，为其
发展构筑平台支撑。

位于上虞北部的杭州湾省级现代农
业园就是其千挑万选的“科技赋能”项
目。走进园区，满满的科技感冲击着人
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认知，高清摄像头
遍布整个基地，每块地的情况一览无余；
智能温室视野通透，大屏幕上实时显示
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参数；管理人员
指尖轻触，遮阳帘、水肥一体化等设备自
动开启，2000平方米的循环水养殖大棚，
仅需1人管理……

罗鸰飞是园区里的“田保姆”，他的

农具仅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脑。借助云计
算、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搭配气象检
测、环境传感器、作物长势监测仪等设备
提供的数据，再通过5G网络回传并分析
数据，他动动手指，就可进行打药、施肥
等农事操作。通过多次试验，罗鸰飞还
摸索出一套精品蔬菜冬播春收温室栽培
技术，辐射带动周边10万亩农田的农户，
实现了基地规划、肥水一体设施安装、种
植技术培训一条龙服务。

在这块试验地上，有土地要素的集
约化经营，目前已建设完成 11 座气雾栽
培植物工厂、10 座联动棚、25 个单体棚；
有各种科技的集成化赋能，“现代化农业
设施+智慧云平台+农业监控设备”实现
整个园区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位于
上虞南部的丁宅乡，另一个聚焦乡村人
才发展的创新平台——上虞“智·汇”农
创园正在加速崛起中，该园区集创客孵
化、成果转化、示范推广等功能于一体，
是全省首批十大现代化农创园，目前已
集成1个农创中心、1个孵化园区、1个生
产服务中心。

该 区 计 划 持 续 扩 建 和 提 升 上 虞
“智·汇”农创园办公、生产空间，到 2026
年，投入资金1亿元，将其建设成为由1.5
万余平方米农创中心，200 余亩、35 个设
施大棚孵化园区，5000 平方米生活服务
中心，5000 余亩产业化基地组成的现代
化农创平台。

“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和农创客都可
以申请加入，入驻项目将给予最高 30 万
元资金补助，提供办公室场所、水、电等
资源，还可以帮助对接省农业科学院专
家进行技术指导。”上虞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农创
客1427人，上虞“智·汇”农创园成了青年
返乡入乡的绝佳孵化平台。

强芯强机 科技赋能

上虞“五山一水四分田”，寸土寸金
之下，却能实现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十
一连优”，粮食产量连续16年保持全省前
2，怎么做到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秘籍在于一手抓农业科技，一手推先
进装备。

县域普遍短板是高校少，科研力量
薄弱。对此，上虞创新“政府＋科研院
所＋主体”科研攻关协作机制，与科研院

所、种子企业组建育种攻关联合体，成功
研发杂交稻钵苗插秧机国产替代设备，
引选优良新品种60余个。与中国水稻研
究所合作的“舜达135”，跻身绍兴首个超
级稻品种，就颇为典型。

“选育良种是一项漫长而繁琐的工
作，2014 年，我们就开启了‘舜达 135’早
籼稻的选种育种，不断跟踪、优化，每一
轮都要从成千上万的种子里选出一两
株，直至去年终结‘硕果’。”绍兴市舜达
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陶才生感慨，堪称

“十年磨一剑”。
据介绍，“舜达 135”穗大粒多，茎秆

粗壮、抗病性好，最高亩产超700公斤，最
重要的是提前了成熟期。“今年春耕一共
卖了300万公斤，预计全省推广面积将达
到50万亩。”陶才生告诉记者，从2006年
接手即将倒闭的种子公司，到如今已是
省内最大的稻麦种子生产销售企业，逆
袭背后靠的就是狠抓科研。

有了“强芯”，上虞进一步推进生产
要素创新型配置，推广“强机”。“当下我
们的科学化耕种技术，普遍还是以种粮
大户为主，如何带动小农户‘智慧种田’，
是接下去的重中之重。”任中华说。

得益于工业优势，上虞的土壤上孕
育出了浙江小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其
已成长为国内具有插秧机全部自主知识
产权及完整产品线的高科技企业。公司
负责人徐岳平紧盯国产农机易损坏的痛
点，引进日本一流插秧机制造团队，累计
投入资金超 2亿元，针对国情，研发出手
扶式、高速骑乘式水稻插秧机，蔬菜移植
机、运输车、直播机等 10多个产品，创新
发明专利40余项。

帮助小农户更好融入现代农业发展
的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可或缺，近
年来，上虞大力培育“飞防联盟”等社会
化服务组织，为小农户提供统一技术标
准、统一药剂使用、统一售后服务、统一
作业调度等服务。

“从历史来看，每一次农业生产力
的大幅提升，都是由颠覆性技术创新所
驱动的。”任中华表示，上虞将不断加快
农事服务社会化，已建成 1 个省级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2 个区域性农事服务
中心。目前，全区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 93.69%，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 87.22%。

工业化思维，如何激活现代农业？
——来自浙江绍兴市上虞区的探索实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倩倩

如果你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这里
没有江南水乡的青山绿水，只有大片黄土
覆盖在山梁与谷地，然而在这样的地理环
境下，却存在一条连接东西向的道路，早
在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
之路前，先民们早已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物
质与文化的交流。这里就是甘肃省定西
市临洮县的马家窑村，马家窑文化也是最
早在这里被发现。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远古先民的
智慧结晶，不仅代表了史前彩陶艺术的
巅峰，也代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
1924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马家窑
村首先发现这一史前文化遗址；1945 年，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洮河流域进行
了深入考古调查，于 1949 年正式命名为

“马家窑文化”；1988 年马家窑遗址被公
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重大
发现之一。

“马家窑文化可以分为马家窑、半山、
马厂等阶段，是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向西扩
展至甘肃等地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
成的以农业为主的文化。”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介绍，马

家窑文化以彩陶著称，蕴含着极高的文
化、艺术和思想价值。

马家窑文化拓开了早期中西文化交
流的“彩陶之路”，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
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韩建业
说：“马家窑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最
早与西方文化产生交流，将粟和黍传播至
中亚等地；而源自西方的绵羊、黄牛等畜
禽也最早出现在马家窑文化里。”

2014 年，恰逢马家窑遗址发现 90 周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
队队长郭志委来到马家窑遗址做第一次
发掘。“马家窑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
高原的过渡地带，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通过这些年和甘肃省的合作，我们在马家
窑遗址清理出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马
家窑文化的分期、年代、聚落形态、文化交
流等多方面内容展开了研究。”郭志委
说。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马家窑遗
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价值。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开启了马家
窑遗址考古发掘，先后 4 次累计发掘面积
4500平方米，发现早期壕沟、房址、窑址等
94处，收集陶器、石器、骨器等人工遗物样
本60多万件。”临洮县委书记张振亚说。

“马家窑带给我们很多收获。我相
信，这里还有很多秘密等待着去发现。我
们将继续扎根田野，探寻‘何以中国’的历
史答卷，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和博大精深，展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
重大贡献。”郭志委说。

黄河上游的“彩陶之乡”
——马家窑文化传承与保护见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林单丹）近日，第 25 届中国·青海绿
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黄南州专场签约
仪式在青海西宁举行。黄南藏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农牧区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战略合作共建协议》。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是开展农村
资源要素流转和综合配套服务的专业化
市场，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抓
手，是服务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促进农
村集体“三资”规范化、透明化管理的重要
手段。通过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功能，面向全社会吸引投资人，形成
竞价溢价效应，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
同时，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收
益分享权，有效避免集体资源资产发包、
租赁过程中存在的“垄断包”“人情包”“权

力包”现象，充分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行为，
避免暗箱操作、串标围标等行为，确保依
法依规阳光透明，预防乡村振兴中的基层
腐败。同时，通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客观反映农村资源资产流转交易价格的
动态趋势，为交易双方提供定价决策参
考，引导各方理性参与流转交易，避免价
格失真和不合理波动，有效保障农村产权
交易价格公允，避免签订超低价、超高价
等异常价格合同，增强交易的透明度和公
正性。

此次协议的签署，弥补了青海省在
农村产权交易领域的空白。必将通过
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作手段全面盘活
黄南州农村资源资产，做到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东，不断增加
农牧区人民可支配收入，筑牢共同富裕
根基，助力大美青海乡村振兴工作高质
量发展。

津黄两地签署《农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战略合作共建协议》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报告会及书画笔会”举行

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近日，由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 支 持 ，全 国 农 业 科 技 创 业 创 新 联 盟
（以下简称联盟）主办，联盟副理事长单
位安徽中志集团协办的“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报告会及书画笔会”首场活动在安徽
合肥举行。

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和畜牧业主产
省，是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多年来

“三农”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在我国农
业创新发展中作出特殊贡献，具有重要地
位。经联盟研究，从安徽开始，开展系列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和
书画笔会活动。

报告会上，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主席、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联盟
主席刘坚对宣讲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度阐
述，提出要坚持四个“融合发展”，即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多种经营
方式融合发展、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融
合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为
切入点，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副主席张红宇以《进一步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为题作了主题报告，全面系统
地解读了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农业农村改
革的精神实质。

报告会由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副主席陈友权主持。报告会之后
组织开展了“宣贯三中全会精神，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书画笔会交流活动，邀
请到了书画家、文化艺术家现场挥毫泼
墨，奉献精品，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增
光添彩。

熊美珍

□□ 新华社记者 乐文婉 张百慧

走下拳台，常园的长发扎成马尾垂在
脑后，随着她说话而轻轻摇晃。她的声音
甜美温柔，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很难
想象，不久前，就是这个女孩在赛场上凭
借急风骤雨般的拳头，为中国队拿下历史
上第一枚女子拳击金牌。

8 日晚，巴黎奥运会女子 54公斤级决
赛如期举行。常园的对手是比自己高出7
厘米的土耳其新锐阿克巴什。尽管身高
不占优势，但步法灵活、出拳果断的常园

始终占据主动地位。第一回合还剩 20 秒
时，常园一度将对手逼至场边，密集出拳，
拿下首回合胜利。

第二回合，常园一直守在拳台中央位
置，将对手封锁在靠近栏杆的一侧。第三
回合伊始，常园的铁拳来得更为猛烈，一
顿连击将阿克巴什打得无力招架。

与东京奥运会时抱憾而归不同，这一
次，常园笑到了最后。

等待结果时，常园已迫不及待地挥舞
起拳头，当裁判宣布“红方胜利”时，常园
高兴地跳了起来。随后她冲向场边的教

练，后者则钻入拳台，将她高高举起。
随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常园噙着泪

水，大声在领奖台上唱着国歌。这是自
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立女子拳击项目后，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枚奥运金
牌。为了这一瞬间，中国队已等待 12 年，
常园则准备了15年。

“从东京的遗憾，到今天的中国女子
拳击首金，我很激动。之前，网球运动员
郑钦文创造历史，让国旗在罗兰·加洛斯
升起，现在国旗因我而升起，我很骄傲、很
自豪！”常园说。

2016年，19岁的常园作为任灿灿的陪
练前往里约，被奥运的氛围深深吸引，下定
决心要以运动员的身份站上奥运拳台。东
京奥运会时，常园如愿为国出征，却早早遗
憾出局。收拾好心情，常园重振旗鼓，终于
梦圆。 据新华社巴黎8月8日电

▲ 8月8日，在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
女子54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常园战
胜土耳其选手阿克巴什，夺得冠军。图
为常园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

图为常园（左）与阿克巴什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8月9日，以“中国葡萄酒·当惊世
界殊—好酒源自好风土”为主题的第四届
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
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乌拉圭、哥伦比
亚、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嘉宾齐聚塞上江南，共赴全球葡萄酒
界的味蕾相约、文化相约、发展相约。

本届博览会为期 3 天，其间举办贺兰
山葡萄酒节、第四届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
葡萄酒大赛暨第二届布鲁塞尔“马瑟兰”
国际葡萄酒大赛、全国葡萄酒酿酒师技能
大赛、百名葡萄产业体系专家宁夏行暨葡
萄酒“五新”成果转化项目推介活动、宁夏
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季等多项活动。

博览会通过“1+3+N”模式，以 1个云
展览底座为基石，打造数字峰会、数字展
览、电商交易 3 个主流平台，涵盖峰会、展
览、交易三大核心功能，辅以元宇宙、“数字
人”、线上认领、AI助手等N种新潮体验元
素，为观众提供足不出户即可沉浸式的参
会观展体验。同时运用云展览、元宇宙、智

慧园区、VR 体验等多样的展现形式和载
体，丰富博览会的参会观展形式。

本届博览会创新性地融入了房车、营
地等户外元素，不仅为传统葡萄酒文化旅
游注入了新鲜活力，也标志着宁夏在探索

“葡萄酒+”跨界融合模式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的世界上
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
黄金地带之一。截至2023年，宁夏酿酒葡
萄基地开发面积60.2万亩，现有酒庄和种
植企业实体261家，生产葡萄酒1.4亿瓶，占
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 50%，居全国酒
庄酒产量第一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
牌价值330.07亿元，先后有60多家酒庄的
葡萄酒在品醇客、布鲁塞尔、柏林等国际大
赛中获得1700多项大奖，产区葡萄酒远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
界认识宁夏的“紫色名片”。酒庄年接待游
客超过 200 万人次，综合产值 401.6 亿元。
葡萄酒产业每年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
13万个，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

第四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

常 园 梦 圆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乌兰毛都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图
为黄昏时分，草原阳光遍洒，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