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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长镜头

□□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是野生铁皮石斛的
产地之一，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启了人工栽
培、加工铁皮石斛的历史。如今，面对铁皮石
斛种植规模扩大，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情
况，大荆镇通过田园综合体建设，开辟种植差
异化路线，并将产业链上游的种植优势扩大
至下游的加工销售环节，进而激活了乡村旅
游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特色产业振兴做出了
新的探索。

石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一
种极为珍稀名贵的中药材，是国家二级珍危保
护植物。铁皮石斛是石斛中的极品，因表皮呈
铁绿色而得名。素有“中华仙草”“药中黄金”
之美誉，列“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古时被封为
极品，药农需攀崖飞渡采之。但如今，石斛早
已飞下神坛，走入寻常百姓家。在铁皮石斛的
主产区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建设中的石斛田
园综合体正在把铁皮石斛的上游种植优势扩
散为整个乡村三产发展的优势。

数据显示，目前该镇种植石斛面积已达
6000多亩，占到全市总面积的近一半，尽管年
产值只有2亿元，但按照一二三产全产业链计
算，产值高达15亿元。接下来，大荆这一省级
铁皮石斛产业集聚区，将在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和省级“大荆石斛田园综合体”的创建中，在三
产融合上按下快进键。一个充满魅力的“石斛
王国”正呼之欲出。

初秋时节，记者再赴大荆，一探田园综合
体建设的究竟。

同质化竞争中的差异化路线

走进园区内“高鼻子生物科技”公司，光听
名字就给人一种新奇感，移步到坐落于雁荡山
北麓著名的“石斛谷”中，只见茂林修竹，奇峰
怪石。溪边岩壁上，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丛丛石
斛，路边的杉树、木荷树上，从下到上也是一圈
圈石斛。

乐清是全国铁皮石斛的主产区之一，但
随着广西、云南等地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张，石
斛在鲜条和加工品外形方面都出现同质化竞
争的趋势。作为铁皮石斛道地产区、浙江省
新“浙八味”培育品种铁皮石斛的核心主产
区，如何用差异化抓住新的消费趋向？面对
这一问题，近十年来，乐清越来越多的种植户
将发展重点转移至仿野生栽培上，来培育新
的发展优势。

将铁皮石斛绑到树上、栽到岩上等，看起
来是让其自行生长，但高鼻子生物科技公司董
事长金传高告诉记者，这里头技术含量很高：
先得利用快速繁殖技术，进行组培育苗，而最
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种苗必须放在大棚内培
育，等具有了一定的抵抗力和生长力后，才能
独立面对自然界的大风大雨。在上述过程中，

“智慧农业”就功不可没。
由于组培具有一定门槛，加上近年来石斛

苗需求量大，大荆镇不少种苗企业迅速崛起。
在大棚种植基地内，同样颇具“科技范”：利用
温湿度传感器等装备，可实时掌握土壤的水
分、空气的温湿度等数据，“智慧农业”系统根
据这些数据，就能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并能自
动喷雾灌溉。

记者从乐清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从
2018 年起的三年里，市里计划随着田园综合
体建设投入 1800 万元，用于建设农业物联网
项目。届时，可随时随地获取环境指标、视频
图像，并通过智能化远程控制，让农业物联网
率先在铁皮石斛上得以应用，精细化程度得以
大幅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乐清再进一步，将农
业物联网大数据中心、设备接入系统，以及包

括物联网统一监管平台、物联网企业应用平
台、阳光农场管理平台在内的三个子平台进行
集合，融为农业物联网平台系统，对农业农村
数据资源的集中采集、统一管理和综合利用起
到积极作用。

据介绍，这一平台功能十分强大，既能接
入物联网系统对企业进行全面监管，还能掌控
溯源品控后台、种植养殖基地信息、标准化作
业、智能农业监控系统、第三方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等各种数据，实现农产品从“种苗到餐
桌”的全过程可追溯。

从“一”到“二”拉长价值链

过去，乐清的优势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即
规模化的种植环节。但如今，记者发现，在园
区建设的推动下，乐清石斛产业从一产到二产
的全产业链经营格局已渐成气候，有效拉长了
产业价值链。

浙江铁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尽管成立
不足十年，但发展速度惊人。创建之初，其董
事长宋仙水就将眼光瞄准精深加工。这几年，
除了组培苗高效繁育、铁皮石斛标准化优质种
植做得风生水起以外，“铁枫堂”利用铁皮石斛
作原料加工成中药饮片、保健品等深加工衍生
品，效益颇为可观。

据了解，去年，宋仙水和乐清荆山石斛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专
门用于生产食品和饮料，总投资6.5亿元，预计
2020 年可一期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加
工石斛鲜条产能达到 2000 吨以上，订单收购
带动近1万亩基地。

在乐清，从事生产经营的石斛企业有 278
家。但过去具备深加工能力、且拥有健字号批
文的企业，少之又少。仅有的几家，其深加工
流程也均在乐清以外。“铁枫堂”新公司的落
地，有望打破这一格局。

“珀莱雅”是国内化妆品的巨擘之一，其创
始人方玉友就是大荆镇下山头村的村民。
2013年，方玉友流转了村里大片土地，并与村
里合股成立名为“聚优品”的生物科技公司，发
力三产融合。

记者两年前采访时，在精深加工环节，“聚
优品”正主推“枫之灵”品牌的保健产品，包括
了口服液、枫斗晶、胶原蛋白等，原料即是种植

在下山头村仿野生基地的铁皮石斛。为了推
广这些新品，“聚优品”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然而，隔行如隔山，发展速度并没有如想
象中美好。

碰壁之后，“聚优品”重新审视自身优势。
去年 3 月，在蛰伏了两年之后，推出聚焦化妆
品行业的全新品牌“植然方适”，并组建专门公
司，从事产品研发、品牌营销等。因为熟悉市
场，加上过去拥有的庞大销售体系，这家新公
司一炮走红。

“聚优品”相关负责人蒋正剑告诉记者，去
年，保健品产值仅 700 多万，但铁皮石斛化妆
品产值已超过 2000 万，今年小目标超过 5000
万。通过精深加工成化妆品，整个铁皮石斛的
附加值可增加十几倍，甚至更高。

为了帮助积聚人气，政府则在背后搭台，
出面举办雁荡山铁皮石斛品赏节、铁皮石斛旅
游文化节、石斛康养节等农事节庆。去年，乐
清市还推出了“雁荡山铁皮石斛”区域公用品
牌，并形成一系列品牌管理的办法机制，来提
高乐清雁荡山铁皮石斛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乐清铁皮石斛
的网络电商可圈可点，在全国率先建立首个
石斛电子交易中心，采用“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模式，实现铁皮石斛业务的电商网络化
运营，并通过石斛在线、现货交易所、微商
城、PC 端商城等平台，推动品牌的新一轮发
展。截至 4 月底，石斛电子交易交收中心线
上总成交量 6600 余万手，成交额累计 530 多
亿元。

一个产业激活乡村资源

如果说二产的精深加工，对资本、土地、渠
道等提出了一定要求，那么，在农旅融合上，许
多主体都开始发力。有的建立了康养基地，有
的搞起了采摘体验，还有的与养生餐饮结合起
来，推出食疗套餐等。

记者看到，在田园综合体的创建计划中，
大荆镇将整合特有乡土资源，采取新机制、新
模式、新主体带动新业态的方式，将山林田园
和农舍民宅转换为富民强村优势，构建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和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田园综合体。这其中，以下山头村石斛产业园

和冯村石斛构建的综合体作为核心，再打通原
东林片区多个产业集聚村落，串点成线。

说起下山头村，这十年间，真像坐上了火
箭：2010年，村集体收入仅2800元，那时，村庄
破破烂烂；可如今，一条平坦的大路直通村里，
花园式楼群拔地而起。去年，依托铁皮石斛产
业、百果园产业，以及发展休闲、旅游、观光等
产业，村庄收入 1500 万元。这已经是记者第
三次进村采访，确实，每年一个样。

高秀明是下山头村的党支部书记，过去一
直在外头开班车。他告诉记者，尽管这里毗邻
雁荡山，但一无资源，二无产业。为了自谋出
路，村中青年多数外出经商、务工，诞生了不少

“大小老板”。
在万千浙商中，方玉友算得上传奇，从

单纯代理，到品牌运营，直至一手将“珀莱
雅”扶入上市，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曾经
是下山头的“村长”，并且一直怀揣着让老百
姓、村集体富起来的愿望。于是，才有了“聚
优品”。

经过几年的运作，“聚优品”慢慢走上正
轨。但方玉友发现，以铁皮石斛为核心，进行
三产融合方向没错，但如果想要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地激发乡村各种资源，必须要让铁皮石
斛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2018年，“慢方
适”文化旅游公司应运而生。

蒋正剑告诉记者，与“聚优品”“植然方
适”不同的是，“慢方适”集合了主题休闲、乡村
民宿、文创设计、科普教育、森林康养等功能，
目前开展的项目有铁皮石斛文创园、酒文化
园、农耕文化园、铁定溜溜园等。

记者看到，这些项目各有侧重：像铁皮石
斛文创园由石斛养生馆、石斛体验馆和近野生
铁皮石斛种植区、酒文化馆等组成，主打康养
体验；农耕文化园则由各个建筑单体构成，提
供游、乐、购等服务；而铁定溜溜园是一个主题
乐园。

据了解，今年，部分园区将正式对外营业，
雁荡山铁皮石斛产业和乡村旅游也越走越近，
互促互融。接下来，下山头村准备盘活闲置农
房，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帮助农民增
收。此外，“聚优品”“植然方适”和“慢方适”三
家公司将进行股权结构的调整，目的就是进一
步整合资源，与村集体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
同体，推动更好更快发展。

按下三产融合“快进键”
——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石斛田园综合体建设探析

□□ 本报记者 常力强

台风“利奇马”过后，蒋建康种植的130亩西
瓜有 30 亩被雨水淹没。“好在西瓜全部投了保
险，遭受水灾后第一天报案，第二天保险公司就
来了现场查看定损。”经保险公司理算、审核、核
赔后，预计再有20天就可拿到赔付款。

蒋建康是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西瓜种植大户，也是产业园创建实施
农业保险保障项目方案，用保费补贴撬动农业
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受益者之一。

创建自2006年的无锡锡山现代农业产业园，
于2017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名单。“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园，我们除了实施主导
产业发展、示范先进设备、推动绿色防控等一批
建设性项目，还推进了品牌推广、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农业金融等一系列的非建设性项目。”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张锡伟说，其中在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基础上，通过加大保险保费补贴力度促进产业
园内企业和农户提高保险意识，初步形成了园内
农业的保险网络，有效化解了农户风险。

据产业园管委会财务部负责人王怿琛介
绍，近年来极端天气曾给当地的农业生产主体
带来数次灾害损失。而蒋建康就曾“吃过两次
大亏”，一次是设施大棚被大雪压毁，另一次是
台风袭击让大棚全部受损，两次加起来损失了
一百多万元。

为扩大保险覆盖面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产业
园在锡山区原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出
台了专门的农业保险保障项目方案，对现有政策
性农业保险项目，在园区企业和农户已享受各级
财政保费补贴的基础上，产业园对从事种子种苗
研发培育、高新技术型农业企业投保保费的自费
部分，给予100%的补贴，对其他企业和农户投保

保费的自费部分，按照80%的比例给予补贴。
这样，按照锡山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方

案，种植西瓜每亩保险金额设置为3000元，费率
为6%，保费为180元。其中80%保费由各级财政
补贴，投保人只需承担20%，也就是36元。现在
产业园又对投保人承担部分给予80%的补贴，蒋
建康每亩仅需承担 7.2 元，130 多亩共计 900 多
元，节省保费2.2万多元。

同时，产业园还立足核心区域科研性稻麦
的情况，对稻麦政策性保险项目进行了补充增
额，将水稻种植的保险金额由每亩400元提高至
700 元，小麦种植保费由每亩 400 元提高至 550
元，保费也相应提高。2018 年至 2019 年两年间
的水稻、小麦种植保险增额保费，园区按照100%
的比例给予补贴。

“在财政和产业园双重补贴的撬动下，主动
投保的农民越来越多，经过几次理赔，农民对保

险的认识也由开始的抵触逐渐转变为接受和欢
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
山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华文渊说，今年产业园内
有涉及棚体、薄膜以及桃、梨等 38 个标的投保，
而且在产业园的示范带动下，产业园范围之外
的农民投保意识也在增强。曾两次遭受灾害损
失的蒋建康说：“只要有险种的，我种的地全部
投了保，即使没有补贴也要入保。”

另外，为促进园区科研和旅游等发展，产业
园还引入了农业企业财产综合保险和公众责任
保险。对拥有选种育种科研设备、农产品质量
检测科研设备的入园企业，可投保企业财产保
险，园区对保费按照50%的比例进行补贴。对园
内有组织经营休闲旅游、休闲体验基地、民俗文
化活动资质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企业，可投
保公众责任保险，园区对保费按照 100%的比例
进行补贴。

无锡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保费补贴撑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园区工人在对铁皮石斛进行初加工。资料图

广西平乐
五大举措建设农业产业园

日前，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政府了解到，该县
通过重大项目带动、奖励措施引领、品牌农业驱动、规模化发展、加
强组织协调“五大举措”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促进农业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进一步巩固了以绿色、有机优质经济作物和特色养
殖为主的县域农业产业基础。

2018 年，该县成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农
业农村局与县发改、自然资源、交通、水利、市场监管、电力等部
门协调配合机制，制定出台农业产业化发展激励机制，明确扶持
奖励政策，鼓励各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对于申报创建
立项获得批文的国家级、区级、市级、县级、乡级示范园区项目，
分别给予申报主体 5 万-50 万元的支持补助前期经费。对于创
建通过验收获得证书的国家级、区级、市级、县级、乡级示范园
区，分别给予创建主体 5 万-150 万元奖励。同时实施农业品牌
战略，对于新获得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出境农产品基地、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地理标识的企业，
给予 1万-10万元奖励。

在推动园区创建中，该县通过实施粮食增产千亿斤、广西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带动形成了 5个万
亩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园区建设也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如该县
张家镇优质葡萄产业园区，实现张家镇张家、榕津、香花、老鸦、湖
洋等周边村全覆盖，形成超过1.2万亩的葡萄产业基地和休闲农业
示范区，先后带动贫困人口2000多人脱贫出列。

李建平 陈利 卢毅

湖南隆回
金银花产业带来真金白银

近日近日，，湖南省隆回县小沙江镇农民在产业园采摘金银花湖南省隆回县小沙江镇农民在产业园采摘金银花。。近年
来，隆回县把金银花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通过“公司+
合作社”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在该县北部高海拔山区小沙江、麻塘
山等乡镇先后建立20多个标准化金银花产业园区，扶持带动全县
农民种植金银花面积达20万亩。目前，该县金银花年产干花约1
万吨，并形成金银花苗木培育、生产种植、生态加工、市场销售一体
化产业链，为当地农民带来真金白银。 贺上升 摄

山东阳谷
撂荒盐碱地变成示范园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李台镇武堤口村紧靠黄河大堤附近，大
部分地块盐碱瘠薄且坑洼不平，由于种植经济效益低，多年来被陆
续撂荒。近年来，在上级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该村通过土地流转，
试行生态种植对盐碱地进行综合性改造，把撂荒地变成科技示范
园，取得可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图为该村农民武良俭正在察
看丰收在望的谷子。 陈清林 关淑艳 摄

四川三台
推进粮油产业园区建设

日前，笔者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政府了解到，该县正结合本
地特点，以优势粮油为主导，全力推进现代农业粮油产业园建设，
以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推进农业
产业化、多功能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

该县现代农业粮油产业园规划产业园规划面积5000亩，目标
是要把园区建成现代农业的展示窗口，生态型安全食品的生产基
地，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品种的博览园，和谐农业的发展方向。实
现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礼品的现代农业转型，促进一
二三产深度融合。

目前，园区结合区域生产自然条件和品种特性，精选 32个优
质品种开展品种示范，并集中连片打造了500亩集种养循环、生物
多样、景致优美、效益显著、模式先进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水稻园区，
田间种油葵、格桑花、大豆，实现生物多样性，推广稻鸭共育技术，
实现种养循环。

另外，园区建设还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利益联结机制，
实行“六统一分”的经营模式，推进全产业链服务，实现小农户与大
市场的有效对接。 张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