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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畦细浪闪星光“

@德清水木九天蔬菜工厂：
农作物离开土地还能成活吗？“当然

能！”在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的水木蔬菜

工厂智能温室里，“厂长”许诺摘下一个红

彤彤的番茄说，“我们采用无土栽培生产模

式和全程数字化管理，打造了一个最适宜番

茄作物生长的可控型小型气候带，实现一年

四季无间断种植。”

不同于一般的蔬菜大棚，这个全国首个

具备全系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综合体，将作

物搬进了一间50亩大小的全密闭玻璃房中，

由着一株株定植在培养槽里的番茄作物尽情

舒展腰身，顺着钢架向半空攀爬，在纤长的

根茎上，缀满或青或红的番茄。其间密布的

铁盒子，则实时监控着玻璃房的温度、湿

度、光照、二氧化碳等信息，在物联网技术

的加持下，对番茄进行精密智控，实现全自

动养护。“在这里，天晴还是下雨都不看天

气，而是总控系统说了算。”

而往来的工人也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传统农民形象，像是在搞科研一般，

“白大褂”和各色机械成了标配。浇水施肥

时，工人对着自助施肥机输入pH值、EC值

和流速等数据，将养分精准送入滴灌管，调

整、控制番茄生长的各项指标；采摘果实

时，工人驾驶着自动升降车忽上忽下，眼疾

手快不放过任何一颗成熟番茄……满满的科

技感，尽显水木蔬菜工厂作为全省数字农业

工厂和未来农场试点的风范。

“和科幻片里长个不停的蔬菜一样，我

们这儿的番茄也打破了传统种植季节性，采

摘期从60天直接增加到365天。”许诺粗算

下来，工厂现有的1万多株番茄，年产量高

达125万公斤，经济效益是传统番茄种植的

40到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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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芒际天摇清波。

夏收农忙时节，南浔区旧馆街道港胡

村种粮大户左子根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忙得

不可开交。他一边在树荫下乘凉，一边看

着大型收割机吐出金灿灿的麦粒。“这儿以

前民居散落，田块割裂，沟埂纵横，如今

田连片、粮好种，看着心里都舒坦！”

闯入这滚滚麦浪中的还有一辆观光小

火车，带着对田野的好奇，不少亲子游客

在金色麦田里徜徉，感受着千畦细浪的丰

收清香。

田连阡陌百户兴
站在村口，放眼望去，一片红顶厂房

镶嵌在麦田中间，格外醒目。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钱建强掩不住自豪：“这

里就是现代化的星光高品质数字粮油示范

基地，也是全省首个万亩高品质数字粮油

基地。”

因为有着即便在江南地区也不易寻的

成片规模良田，村民又爱把它叫做“万亩

方”。“别看现在都成了高标准农田，早前

这里也是七零八落的。”回忆起“万亩

方”的原样，钱建强的思绪也拉回到了十

年前。

2012年前后，港胡村办“厂”热潮涌

动，村民渐渐不再侍弄田地，一些良田也

开始抛荒。“种地能有多少收入，那时一对

夫妻只要有台木工线条机，一年少说也挣

个十万八万块的。”老支书钱子根感慨万

分，都忙着埋头挣钱，口袋是鼓了起来，

可是港胡村的“脏乱差”在当地也同样出

了名。“在港胡，地里长出的不再是庄稼，

而是147家‘散乱污’。”村民万洪森至今

记忆犹新，村道两边全是木线条、胚板加

工企业，户户冒烟，木屑漫天飞舞，附近

村民不得不常年关窗。

“少了田里的那点联系，又常年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里，人心焕散，村民的归属感

从何而来？”不变不行啊！看到“千万工

程”的东风催生一个个美丽乡村，新上任

的村党支部书记钱建强认为再也不能错过

这次机遇了。村班子商议后，决定首先从

村庄环境整治入手，彻底改善港胡的人居

环境，让水乡古村重焕生机。

硬化道路，农户改厕，栽花种草，改

造维修沿河 70间房屋，给800米的河岸

砌上石头、装上护栏，港胡不仅还原了古

村风貌，还建起全街道的第一个村民广

场，并成为当地首批点亮乡村路灯的行政

村之一。2016年，港胡村获评国家级传

统村落。

环境的改善赢得了民心，但当时小线

条厂的市场越来越窄，发展的出路在哪

里？2017年6月，港胡村拿出壮士断腕的

勇气和决心，决定淘汰全部“低小散”。刚

开始，村民意见很大，钱建强带头关停了

自己年产值2000余万元的大厂，为全村人

作了表率。3个月时间，腾退土地指标100

余亩，村里将奖励资金入股镇上的小微产

业园，每年为集体增收46万元。

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2019年，当又

一个机会摆到港胡村面前时，村民的期待

值瞬间拉满。这次是覆盖7个村的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通过农户集

聚搬迁、田地统一规划，落实一个万亩良

田计划。

5月启动、9月签约，港胡村首批7个

自然村中 148户村民主动搬迁。等到 12

月，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98户，村户覆盖

率高达95%。而村里原本零星分布的2700

余亩田地，也化零为整。田成方、路相

通、渠相连、河通畅。“直到2020年4月

引进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他们统一

完善田里基本设施后，才真正有了如今

‘万亩方’的模样。”钱建强介绍。

藏粮于技助丰收
5月的“万亩方”旁，种粮大户田水芳

正在等待一场丰收。

“靠着传感器收集的数字‘健康报告’

对症下药，今年麦子长得都不错，预计亩

产能到600公斤。”看着手机屏幕里的满目

金黄，承包了 650 亩高标准农田的田水

芳，仿佛已经闻到了扑鼻麦香。只见他随

意调转镜头，拾起的每一根秸秆，都正在

蓬乍乍的穗头拉拽下，勤练“下腰”绝技。

用数据种田，是当地全体种粮大户近

两年在星光高品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学会

的新技能，比起尝鲜时的新奇，现在已能

驾轻就熟地根据报告查漏补缺。预报最近

多阴雨，麦田施肥就得推迟；监测如果有

虫害，施药计划便须加快……这种打破手

工耕作传统，在科技浪潮中淘金的种田新

模式，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经验派，尝到了

科技兴农的甜头。

于是，在港胡村的田间地头处，不仅

有巡田的种粮大户，还有了智能“田保

姆”；不仅有指导生产的农技人员，还有了

喷洒农肥药的无人机和翻垦农田的无人驾

驶农机。

“跟田打交道，就从来没有不辛苦的

事。只不过以前是靠自己和天抢粮食，现

在的‘万亩方’却是‘拎包’即可种田，

耕、种、管、收、储、碾、销全部实现机

械化作业。”凭借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数字大田”智能管理平台，物

联网、5G通信、北斗导航等多样化科技应

用，在种粮大户左子根承包的农田里大展

拳脚。

源自“星光农业”的改变远不止于

此。“原先种田大都只顾产量不顾品质，粮

食卖不出好价钱。但‘星光’一开始就要

求我们种良种，最后不仅产量高、品质

好，收购价格还能比市场价高10%。”左子

根去年盘算过，港胡村的2700余亩优质良

田，亩均增收300多元。

钱建强也盘了一笔账：“星光农业”以

1050元每亩的价格向村里整体流转土地，

村里则以910元每亩的价格向农户流转，

由此村集体每年增收30万元左右，而农户

可每年拿到土地流转费7000元左右，“这

是一笔额外的租金收入。”

在澎湃的农业现代化浪潮中，这抹

“星光”正在惊艳很多人。目前，星光高品

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总投资达3500万元，

年产生态有机粮油 2250 吨。“我们所做

的，不仅是以数字赋能农业，更在于围绕

‘人、地、钱’，深入推进城乡二元体制和

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乡

村形成了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

汇聚的良性循环。”“星光农业”负责人张

杏初自豪地说。

农旅融合向未来
在港胡，良田不只是粮田。而像一颗

镶嵌在景区村庄里的明珠，缀以文化创

意、亲子研学、家庭农场等缤纷农旅项

目，吸引着越来越多人邂逅乡村。

“小朋友们，现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舀2

杯稻谷放到去皮机斗里。只要重复3次，

我们就能得到平时吃的大米了。”上个周

末，“万亩方”的数字化管理中心里，8岁

的严志浩正在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

动，这是他和稻谷的初识。

而往日静谧的港廊古村，也因植入儿

童摄影文创产业变得喧闹起来。来自上海

的子青，正是偶入古村的远方来客。和来

打卡的摄影爱好者一样，她把港廊儿童摄

影小镇的风景，装进了一张张相片中。“原

本打算去南浔古镇，无意在抖音里发现这

里还藏着这么好的古村落。”开盲盒般的惊

喜令她流连忘返。

不仅仅是游客，这两年回村发展的归

乡人也越来越多。万洪森是村里首位返乡

村民。2021年，一直在外打拼的他选择返

乡创业，搞起了垂钓中心，平时最爱邀请

朋友来体验，顺便看看自家的“豪宅”。

“村里的三层别墅不香吗，干嘛要跑城里挤

三室？”他的这番话，倒也不是“凡尔

赛”，因为有别于开间小、进深长的传统水

乡民居，港胡新村整齐排列的85型小独栋

窗明几净，和城里别墅并无差别。“城里有

的这里都有，而这里的田园风景，却是城

市见不到的。”万洪森说。

不只有漂亮乡墅，像智慧医疗等优质

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服务，以及帐篷露

营、休闲垂钓、创意咖啡、特色民宿等新

业态，这两年也纷纷在港胡村生根落户。

村民们恍然发现，原来朴素的乡土，也能

这么有吸引力。

钱建强信心满满地说，作为全省首批

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港胡村今后将重点

围绕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等场

景，着力构建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

素、彰显南浔韵味的乡村新社区。“此外，

我们计划和邻村党支部一起，整合古村落

资源，合力打造港廊未来乡村‘共富工

坊’，预计可以推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3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在家

门口创业就业。”

一幅“水乡寻梦、最艺港廊”的美丽

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港胡村的实践，先行探索了农业农村现

代化微观层面的实现路径，成功解答了新

阶段“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和“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如何一并推进”三个

问题。

港胡村一方面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小田

变大田，房成片、田成方、路成行，优化了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进行土地流转，

为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现代农业龙头企

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企业管+大户种+

订单收”的利益联结方式，推动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回答了“谁来种地”的共

性难题。

同时，港胡村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型，大力推进科技强农和机械强农，

叠加数字技术，为农业生产插上了科技翅

膀；并大力发展耕、种、防、收全过程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实现节本增效、提质增效，

探索了“怎样种好地”的有效路径。

难能可贵的是，港胡村充分利用农业景

观、农业资源、农村环境和乡土文化，积极

培育家庭农场、垂钓、咖啡等美丽新业态，

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吸引了

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

贤回农村，在最基本的单元里实现了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并推进、互促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

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行走港胡村，

对这句话的理解更为深刻。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尤其需要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的力量和制度创新的作用。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重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和产业导

向，一手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手抓创新

体系效能提升，加快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深化农村改革，

重要的是抓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

线，在“稳”的基础上，一手抓“放活”，

一手抓“融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进城乡深度融合

发展。

2017年

湖州获得全国唯一整市推进的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试点市

2020年

湖州入选全省首批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市

@长兴天下牧业智慧湖羊循环产业园：科技小院

“

一个人能同时管养多少头羊？在位于长

兴县吕山乡土斗门村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

分管A10至A15羊舍的徐学良，随手便比划

了一个“3”。“3000头，这是我养过最多的

数量。全靠‘数字羊倌’给力。”

走进这里的羊舍，四周环境明亮整

洁，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脏乱臭。看到有

人来访，栅栏里皮毛全白、体型匀称的

湖羊好奇地探着脑袋，甩了甩耳朵上的

黄色标签，“咩咩”叫了起来。“这个耳

标很关键，里面装有芯片，只要拿设备

扫一扫，就能查到每头羊的血统、月龄

和疫苗接种等信息。”

在羊舍的天花板上，密布着一个个看

似不起眼的小盒子，这就是环境数据采集

传感器，能实时监测羊舍温度、湿度、氨

气等数据，通过数字牧场系统，自动对羊

舍内的卷帘、风扇、喷雾除臭等设备进行

调控。“这就是我的‘数字羊倌’，有它帮

我们盯着，自然省了不少力！”徐学良说。

2020年 10月，吕山乡土斗门村、金村、

龙溪村等 9 村联建，引进天下牧业 （湖

州） 有限公司，打造湖羊智慧循环产业

园，这是湖州市首家科技小院，也是浙江

省最早建立的5家科技小院之一。“湖羊是

我市种业核心芯片之一，对外供种量占全

省70%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种羊就来自

这里。”产业园办公室主任蒋舒兴介绍，近

年来，依托浙江大学专家等科技助力，“智

慧湖羊”不断升级迭代，大大提升了传统

养羊的智慧化和现代化程度。目前，小院

湖羊出栏 8 万头以上，年产值已达 1.5 亿

元，助力相关入股行政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900万元。

几天前，羊舍内又来个高达2米的“大

家伙”，徐学良展示起“数字羊倌”最近点

亮的新技能：“这是刚上线的喂料机器人，

有了它喂养管理更精准了。”

■湖州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连续6年

全省第一

……

■创新培育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时
代特征的“未来农场”100家

■湖州创成10亿元以上省级示范

性农业全产业链10条，产值全省第一

2021年

湖州在全省率先制定农业“双强”
行动实施意见，农机化综合评价位全省

第一

2022年

湖州在全省率先建立市、县、乡、村
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

2022年
湖州粮食平均单产435.7公斤/亩，

位列全省第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

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真正落实到位。”

——习近平 2022 年 3 月 6 日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界委员时的讲话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

技，关键靠改革。必须协同推进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新领

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

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习近平2022年12月23日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