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正值草莓育苗中期管理的关键
时期，要特别注意栽培措施、栽培技术，用
肥用药注意事项也要时刻牢记在心。”最
近，嘉兴佳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曹林皓在全国各个合作的草莓育苗基地
跑，一方面是节点特殊，到了定期回访的
时间，另一方面是实地查看育苗生产情
况，再给出意见建议，从而帮助合作方更
好地开展草莓育苗工作。

每年 8月底、9月初，是草莓苗移栽至
大棚或田头，正式进入种植的时间。到了
12月份，草莓苗就开始结出一颗颗红彤彤
的草莓。其实，拿草莓种植过程来说，这
仅仅是草莓种植的“后半程”，“前半程”则
是指草莓苗育的过程。佳莓就是一家草
莓育苗基地，于 2021年落户平湖农开区
（广陈镇）。在公司负责人尹淑萍博士的
带领下，佳莓成为了当地唯一一家供应脱
毒草莓母苗的农业基地。一瓶试管苗，经

过 3年左右时间，可繁育出近百万棵生产
苗。在这过程中，佳莓也是草莓母苗供应
者，向种植园区、农户、农业公司等合作对
象提供草莓原原种或原种。

供苗，也供技术。为确保育苗的成功
率，在育苗过程中的母苗种植、中期管理、
生产苗收获等各个时间节点，佳莓都会派
技术人员前往各个合作基地开展现场指
导工作：种植前，要做好种植规划，对土壤
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指标进行改良；种植
过程中，要注意栽培技术、用肥用药等事
项；收获生产苗的时候，要注重储运温度、
湿度。从一棵母苗种下去，最终收获一棵
生产苗，这期间要经过大半年的时间，每
一刻都不能有一丝的松懈，所以佳莓的技
术人员都会在关键节点准时向客户和合
作方“报到”，只为育出优质的生产苗。

先进农业技术的“输出”，是支撑佳莓
供应优质草莓母苗的“保障”。“我们公司

成立了研发部，主要开展草莓组培、脱毒、
优质种源种苗的选育等工作。”嘉兴佳莓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王亚菲说，去
年他们公司向全国 14个地区供应了 200
多万株草莓母苗、生产苗，今年上半年就
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供应量，今年全年力
争达到供应500万株。

供应草莓种苗，只是佳莓“走出去”的
第一步。“现在我们也在与合作的农业基地
进行深入合作，力争达到种苗、投入品、技
术培训和指导、生产技术标准、订单销售等

‘五方面’的统一。通过多种统一，实现草
莓从育苗、种植、销售‘一条龙’的产出，真
正带动一方、致富一方。”王亚菲说道。

佳莓是农开区（广陈镇）技术输出的典
型代表。近年来，农开区（广陈镇）在产品输
出之际连带技术输出，通过实地、线上等指
导方式，不断推进农业技术服务“走出去”，
为产品更好地奔向远方提供了技术支撑。

着眼关键技术，成为优质服务商
夏至的午后，走进农开区（广陈镇）

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未来农
场，农场“大管家”郭东明正骑着他的电
瓶车在田间巡逻。抬眼眺望，占地面积
130亩、拥有 12个大棚的基地上却只有
老郭一个管理者，其中的秘诀就是绿迹
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生产管理平台，“整
个基地内蔬菜瓜果的浇水、施肥、施药、
光照温度等参数，我都可以通过手机远
程操控，一个人足够啦……”郭东明打
开手机上的“农智云”平台向记者展示，

“你看，今年当前已种植任务有 27个，3
号和 4号露地种植的是‘黑甜糯’玉米，
从种植到收获，每一个农作物的生长数
据，手机上都一目了然，实现了产品质
量全程可追溯……”

如今在绿迹，数字化生产管理模式
让老郭从“靠天吃饭”转变成了“知天而
作”，也让“穿着皮鞋种田”照进了现
实。而作为全省首批“未来农场”，绿迹
的“未来感”随处可见：种植在“空气中”
的紫背天葵、“藏”在沙地里的西瓜、被
气雾环绕的生菜……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农业生产
管理，只是绿迹现代农业模式中的重要
一环。对于一家农业公司，农作物的种
植依然是重中之重，浙江绿迹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余魁表示，与传统农业
相比，绿迹采用了沙培、水培、气雾培等
低成本的清洁化种植模式。虽然这些
种植模式十分特殊，但是它们不仅能够

充分利用种植空间，使植物根系水肥条
件达到最佳，而且能让农作物生长周期
变得更短，最终使得蔬菜瓜果品质更
优。“我们绿迹的清洁化生产模式包含
了数字化生产管理模式，可以理解为在
同样大小的种植区域，我们的模式达到
了节水 40%，节肥 30%，减少用药 30%，
增产30%的良好效果。”余魁对清洁化生
产模式中每一个节本降耗、提质增效的
数字都信手拈来。

新模式，激发新动能。近年来，绿
迹因地制宜，加快现代农业模式转化
与输出。“我们的清洁化生产模式具有
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特点，所以
周边的农户以及其他省市的企业都向
我们抛来了‘橄榄枝’。”余魁说。从
2022 年起，短短一年多时间，已有甘
肃、宁夏、内蒙古等 4 个省市、面积约
5000亩的种植基地采用了绿迹的现代
农业模式。

绿迹只是农开区（广陈镇）现代农
业模式输出者中的一员。截至目前，农
开区已有绿迹、福纳瑞等 3家农业企业
实施现代农业模式输出。“农业发展从
来不能囿于当地，现代农业模式不仅要
在农开区广袤的田野里上演着，更要输
出到全国各地，只有将现代农业模式推
广出去，方能实现当地和输入地的合作
共赢、美美与共，也才能让现代农业模
式更有竞争力、生命力。”广陈镇农业经
济发展办副主任陆益军说道。

聚焦新型模式，成为坚定输出者

设施农业更高效

清洁生产沙培西瓜

“农智云”平台实现指尖上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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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创新深深 度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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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地瓜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对
“地瓜经济”的形象是这样比喻的：“地瓜的
藤蔓伸向四面八方，但根茎还是在这块土
壤上，藤蔓是为了吸取更多的阳光、雨露，
发挥更多的光合作用”。一“语”激起千层
浪，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地瓜经济”提能
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更是将“地瓜经济”
写入我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足以证明

“地瓜经济”是平湖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地瓜经济”邂逅农业发展，必然能

书写平湖乡村振兴最美答卷。
平湖“种瓜”拥有“天时地利”。2017

年，平湖在农开区（广陈镇）成立了全省首
个农业经济开发区，为“地瓜”根壮藤茂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智农生态水湾项目、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平湖农业创新中心、
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嘉兴佳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家农业领军企

业纷纷落户平湖，欣喜之余问起缘由，是
平湖高能级的平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
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着他们纷至沓来，使他
们愿意扎根平湖、服务平湖。

厚植丰沃土壤让地瓜“块茎”越来越壮
实，“藤蔓”也迅速“开枝散叶”。助力乡村振
兴，关键在农业，根本在科技与创新。对于
平湖农业而言，地瓜的“瓜”，既是实体的产
品，也可以是虚拟的技术和模式。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总部扎根在平湖，也就
是把“块茎”留在平湖，然后将新型农业模
式、技术以及产品向外输出和推广。比如
平湖农开区（广陈镇）就积极打造多元化的
输出格局，在产品输出的同时，连带着农业
技术和农业新模式实现共同输出，进一步
赋予了“地瓜经济”新的内涵。而放眼全
市，平湖创新推出“浙农服”数字化改革应
用，既服务平湖当地农业发展，又积极“走
出去”，帮助四川建立“川农服”平移应用，成
为浙江首个“走出去”数字化改革成果。如
今，平湖的“地瓜”正不断蔓延，“顺藤摸瓜”

的步伐走得行稳致远，逐渐遍布全世界。
树高千尺不忘根，瓜熟蒂落归故乡。

地瓜的藤蔓要想伸向远方，必须有强大的
根茎作支撑；反过来，藤蔓伸向远方，也会
将营养“反哺”给根茎。高水平“走出去”
的同时，也要高质量“引进来”。近年来，
我市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创业成为“新农
人”，他们带来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全
面反哺家乡农业。殊不知，离乡时是一名

“逐梦者”，回乡时已是一名“筑梦者”。
“地瓜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
路。接下去，平湖将始终“跳出平湖发展
平湖”，打造具有平湖特色的“地瓜经济”
发展先行区。

如今，平湖的“地瓜”长势喜人，平湖
的“地瓜经济”未来可期……

“瓜”目相看 未来可期

平湖农业平湖农业““地瓜地瓜””，，一路成长一路歌一路成长一路歌

最近，正是蓝莓采摘上市的时节。浙
江东郁广陈果业有限公司位于农开区（广
陈镇）泗泾村的种植基地上，一颗颗蓝莓正
挂在果树上。饱满的果子，吸引着一波又
一波的客户前来查看，他们来“收果”，也来

“看苗”，收的是蓝莓果，看的是蓝莓苗，而
蓝莓生产苗也正是浙江东郁广陈果业有限
公司接下来要向外销售的主要品种。

“我们现在基地上，种植了面积约100
亩、总共3万多株的蓝莓苗。”浙江东郁广陈
果业有限公司设施种植部经理马新远介绍
说，蓝莓生产苗销售过程中，一般由“果”判
断“苗”，蓝莓果的大小、酸甜度、脆糯程度
以及产量，都是蓝莓苗好不好的直观反映，
所以想要蓝莓苗有市场、有渠道，就要试种
蓝莓苗。目前，东郁果业基地上的3万多株
的蓝莓苗，涉及他们试种的 3个蓝莓新品
种。一般而言，蓝莓三年可达到丰产，今年
是这批蓝莓苗第二次挂果，5月 20日开始

采摘上市，预计可上市至7月。
3个蓝莓新品种都是由国外引进而来，

为了适应这里的土壤、结出的果实更符合
中国人的口味，浙江东郁广陈果业有限公
司研发部通过控水控肥、改良营养液等，最
终让这3个蓝莓新品种顺利下种。“这些蓝
莓因为还没有到丰产季节，今年预计一亩
土地在一个上市采摘周期内能结果三百
斤。从客户反馈的消息看，这批蓝莓还是
颇受欢迎，那就证明这些蓝莓新品种适宜
在中国种植，经改良后的蓝莓果也受到了
中国人的喜欢。”马新远说道。

除了基地上试种的这3个蓝莓新品种
外，东郁果业其实还试种了3个其他的蓝莓
品种，只是试种面积较小。在国内，东郁果
业也是唯一一家引进这6个蓝莓品种的公
司，这也意味着在今后销售蓝莓苗方面具
有独家经营权，东郁果业在销售蓝莓苗方
面也将更有竞争力。

其实，东郁果业是近两年转型至可食用
浆果、浆果苗生产、销售的，之前东郁果业以
种植长周期、景观类的品种为主，现在东郁
果业位于泗泾村的种植基地面积约600亩，
包括浆果类、景观类等产品在内，共涉及200
多个新品种，均是由国外引进而来。

作为优质产品种源的供应商，东郁果
业主要是立足农开区（广陈镇），向外提供
浆果苗、枫树苗、苹果苗等种苗。与单纯提
供种苗不同的是，东郁果业还实现销售种
苗、提供技术、包销的全链条模式，即从源
头管控种苗质量，还负责销售产品，让他们
的种苗走出去之际走得更有力、更坚实。
据悉，农开区（广陈镇）近年来依托现代科
技项目与农业科研资源优势，持续做深农
业上游种子、新品种农产品、高附加农产品
研发与生产，不断推动一批优质种子与农
产品供应，目前已成为长三角以及周边地
区等重要农产品的种源供应基地。

围绕产品种源，成为高端供应商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今年今年，，浙江提出实施浙江提出实施““地瓜经济地瓜经济””提能升级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一号开放工程””，，旨在打造更具韧性旨在打造更具韧性、、活力活力、、竞争力的竞争力的““地瓜经地瓜经
济济””。。作为全省首个作为全省首个““农农””字打头的经济开发区字打头的经济开发区，，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镇广陈镇））坚持坚持““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区镇大地区镇大地
处处奏响着高质量现代农业项目铿锵奋进的声音处处奏响着高质量现代农业项目铿锵奋进的声音。。

一个个高质量现代农业项目一个个高质量现代农业项目，，既深深地既深深地““扎下根扎下根””，，实现树大根深实现树大根深；；又奋力又奋力““向外长向外长””，，推动枝繁叶茂推动枝繁叶茂。。一个高质量农一个高质量农
业项目业项目，，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走出去走出去””的农业地瓜的农业地瓜，，推动着农开区推动着农开区（（广陈镇广陈镇））坚定不移地做现代农业模式的输出者坚定不移地做现代农业模式的输出者、、先进农业技术的先进农业技术的
服务商服务商、、优质产品种源的供应商优质产品种源的供应商，，推动农业推动农业““地瓜地瓜””一路成长一路歌一路成长一路歌。。

科创中心为农业项目提供新空间科创中心为农业项目提供新空间佳莓培育草莓苗佳莓培育草莓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