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种粮大户项宝荣一有

空就会去田里走走、转悠转悠，看

看自己的宝贝疙瘩——水稻成长

情况。“7 月初种下的第一批水稻，

有些已经‘大肚子’了，马上就要破

口出穗了，预计 10 月下旬就可以

收了。”项宝荣站在田间，看着自己

的这些宝贝疙瘩已含苞待放，马上

就要露出谷粒了，他对于今年的丰

收信心满满，情不自禁用“行内话”

向记者介绍说，自己今年种粮面积

达 2600 多亩，比去年增加了八成

多。

项宝荣种植水稻的地方位于瑞

安天井垟粮食功能区，它位于马屿

镇内，因其地势低洼，三面环山，一

面临江，貌似天井而得名，这里曾是

省内有名的“涝区”。在马屿民间甚

至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养囡（女儿）

勿嫁曾家垟（天井垟），漫水白洋洋；

晴天没水吃，雨天上栋梁。”那么，项

宝荣今年增种超八成的底气来源于

哪里？

项宝荣说，是天井垟治理成效

让他“底气”更硬了。2011年以来，

瑞安启动实施天井垟综合治理工

程，先后投入建设资金 1983 万元，

全面疏浚河道34公里，防洪排涝能

力得到极大提升。

自从天井垟开始治理后，河道

被拓宽、加深，防洪排涝能力提高

了，蓄水量提升了，即使面对去年

超强台风“菲特”，面对“两百年一

遇”的强降水，原本农田排水需四

五天时间，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基

本排干了，迅速从灾难中复苏过

来，成功破解了天井垟的“锅底”困

局。

走进瑞安天井垟粮食功能区，放

眼望去，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一片

绿油油。曾经的“涝区”已华丽转身为

万吨粮仓，成为浙南地区连片面积最

大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被评为首批省

粮食生产功能区十大示范区之一，成

为名符其实万吨粮仓。

不怕旱、不怕涝，这可乐了项宝

荣这样天井垟的种粮大户。天井垟

粮食生产功能区服务中心还设有工

厂化育秧、农机机库、农业气象数据

收集中心、测土配方试验田等多个

服务中心，为种粮大户提供贴心服

务。

良种良法，增产增效。功能区

内全面推广良种良法，种植甬水稻

品种优 9 号和 2640，良种覆盖率与

主推技术应用率达到100%，省级千

亩示范方预计亩产将达1100斤，比

区外增产10%以上。

“涝区”变“粮仓”。目前，天井

垟粮食生产功能区整体已经达到亩

产吨粮的生产能力，按总面积 2.93

亩，每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 万吨以

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万吨粮仓，完全

解决了马屿 15 万人的基本口粮问

题。

行走在初秋的罗阳农村大地之上，稻浪翻滚、林木荫
郁，连片的钢管大棚点缀其间，一派生机盎然，满目景象葱
茏。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农业“两区”建设，把农业“两
区”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抓手、主平台，集聚土
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向“两区”倾斜，定规划、优
布局、抓项目、促转型，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全面提升
现代农业发展层次。

目前，我市共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9.42万亩，省级综合
区1个、主导产业示范区5个、特色农业精品园20个、休闲
观光农业示范园4个，农田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农业专业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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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为先 保障为重 项目为本

农业“两区”建设的瑞安实践

在飞云，有个云周肉鸽精品园，

它是省级特色农业精品园，总投资

超过 1 千万元，不仅自己饲养鸽子，

其生产性能较同类地区水平提高

50%，还开展了产品开发、旗舰店开

设、连锁店加盟、社员培训等产业拓

展，实现年销售收入 1200 万元，已

成为温州市最大肉鸽精品养殖基

地。

优质项目是开启现代农业之门

的一把把“金钥匙”。我市建立了

项目化管理机制，制定出台了 《瑞

安 市 农 业 两 区 建 设 项 目 立 项 指

南》、《瑞安市农业两区建设项目管

理办法》 等政策文本，建立了项目

审核、立项、设计、招标、验收等

一整套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为了加快项目推进

进度，我市建立了分级挂钩联系

制度，对现代农业园区项目，按照

投资额和重要程度，分别由市政

府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进

行挂钩联系。海洋牧场项目投资

额超 2 个亿，市政府分管领导挂钩

联系，亲自抓指导、抓协调、抓推

进，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此 外 ，我 市 强 化 产 业 发 展 导

向，从严审核把关现代农业园区

项目，坚决淘汰一批发展潜力、示

范作用不大的项目。

高楼茶叶产业示范区、南美白

对虾示范区、云周肉鸽精品园……

如今，一个个农业产业化项目星

罗棋布，一批批精品农业项目落

地生根发芽。市农林局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我市又建立项目库，

有 13 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 个

多亿元，涵盖了畜牧、蔬菜、休闲

光观等行业。

项目为本 发展高效现代农业

谋划为先 编织农业“绿色”希望

2010 年 7 月，我市成立

由 分 管 副 市 长 任 组 长 ，发

改 、财 政 、农 业 等 部 门 负 责

人为成员的两区建设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实施

计 划 ，组 织 协 调 各 部 门 工

作；同年 12 月组建农业两区

工程建设指挥部。各镇街成

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

职责分工，切实将保障建设

工作落到实处。

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 于 农 业“ 两 区 ”建 设 的 总

体部署和要求，立足我市农

业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及区

域特色，高起点编制完成了

《瑞安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建

设规划（2010-2018）》，并于

2011 年 3 月 通 过 了 省 级 评

审。

根据规划，我市从 2010

年起用 9 年时间，通过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农田质量提升工

程建设、三新技术推广工程建

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建

成粮食生产功能区 187 个、总

面积 15.2 万亩，其中 1000 亩

以上粮食生产功能区 47 个、

面积11.05万亩。

至今，我市共建成粮食

生产功能区 52 个，面积 9.42

万亩，其中 2010 年建成 5 个

面积 2.07 万亩，2011 年建成

6 个面积 2.05 万亩，2012 年

建 成 21 个 面 积 2.19 万 亩 ，

2013 年建成 20 个面积 3.11

万亩；2014 年在建粮食生产

功 能 区 21 个 面 积 2.34 万

亩。四年来，通过省级验收

认定功能区 2 个，面积 4731

亩，其中马屿镇天井垟省级

粮食生产功能区还被评为省

粮食生产功能区十大示范区

之一；通过温州市级认定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13 个 ，面 积

2.42 万亩。

保障为重 激活民资进入农业

农业“两区”里的排灌渠道、田

间机耕水泥路、泵房、机埠、桥梁、农

排电缆和河岸驳坎等都建起来了。

然而，农业“两区”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面广、资金投入大。

为此，我市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建

立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广

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在湖岭鹏亨生猪精品园，这里的

生猪每天要洗澡跑步，还建立了良好

的排水系统。鹏亨生猪精品园负责

人池小平原本从事汽摩配行业，因看

中农业发展，她从工业老总转行作猪

馆，总投资达 2500 万元。像鹏亨生

猪精品园一样转战农业的民资还有

很多。据悉，2011年来，市财政共安

排农业“两区”专项资金1.99亿元，整

合部门各类资金3亿元，带动民间投

入1.2亿元。

据悉，我市引导民间资金参与

“两区”建设，对投资额超过 300 万

元或温州市级以上精品园、示范

区，最高补助 100 万元。在政策引

导下，越来越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了。

狄浩弟是种植大户，种植面积

400 多亩，清一色采用钢管大棚。

“多了有补助政策，压力减轻不少。”

狄浩弟说，因我市补助政策，总投资

额 400 余万元，他获得了 175 万元

补助。我市还加大设施农业投入力

度，每年安排 1000 万元，对新建的

标 准 钢 管 大 棚 和 滴 灌 设 施 补 助

50%，每亩最高补助 6000 元，越来

越多如狄浩弟一样的农户，享受这

项补助政策。据悉，自 2011 年以

来，我市新增标准钢管大棚 7190

亩。

与此同时，我市还强化土地要

素投入，仅 2013 年以来已登记备

案设施农用地项目 86 个面积 397

亩，其中“两区”项目占了 90%以

上，建成了稻谷烘干中心、水稻育

秧中心等一批“两区”重点配套设

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自 2011 年

以来，全市共购置各类农机 4668

台套，“两区”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

达 80%以上。

梅屿蔬菜产业示范区：
打造蔬菜全产业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

产品安全已成为市民关注的焦

点。

“我们建立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系统，实行农产品从

田间到上市的全面监管解决。”

温州万科农业有限公司营销总

监雷大锋说。

梅屿蔬菜产业示范总面积

7390 亩，范围涉及马屿镇梅屿

社区 14 个行政村，是马屿省级

现代农业综合区的重要产业分

区，也是温州市常年蔬菜基地。

示范区主要生产经营番茄、芹

菜、黄瓜等 10 多个蔬菜品种，

年均蔬菜总产量达到 3.8 万吨，

产值超亿元。

正说着，雷大锋拿起面前

的一盒刚包装好的苦瓜，他告

诉记者，这些苦瓜正在等待发

送，对着保鲜膜上贴着的二维

码，用手机“扫一扫”，苦瓜的

生产基地、农事操作、检测方

法等信息，一一在手机上显示

出来。“市民只要扫扫二维码，

相关信息就一目了然了，知道

这个苦瓜是哪里来的，怎么种

的。”雷大锋介绍说，“食品安

全追溯系统设立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做到产业透明化，让老

百姓吃到放心的蔬菜。”

梅屿蔬菜产业示范区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正在为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上了一道安全锁，

其蔬菜全产业链又为农户销路上

了一道安全锁。

陶山镇苏山村农户苏志华

今年种了8亩苦瓜，在这批待发

售的苦瓜中就有苏志华种的。

苦瓜虽苦，但苏志华的心却

是甜的。“不仅不用发愁销路，

今年还多卖 1 万多元咯。”苏志

华乐呵呵地说，自己早已签订了

销售合同，不用为销路发愁，而

且每亩售价还比去年高了 2000

元。这让他心里美滋滋的。

苏志华的安心来自于梅屿蔬

菜产业示范区推行的蔬菜全产业

链。“全产业链，就是从生产到

加 工 再 到 销 售 ， 一 条 龙 运 作

的。”雷大锋介绍，示范区坚持

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产

业经营模式，已基本形成涵盖种

苗繁育、标准生产、精深加工、

物流配送、批发市场、电子商务

的蔬菜全产业链。

在园区加工车间，有2条新

鲜蔬菜加工茄果类生产线和叶菜

类生产线，生产线符合国际上共

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

系HACCP标准。刚刚从田间收

过来的蔬菜，通过这条生产线，

经过生产线挑选、切割、冲洗、

沥水、甩干，一气呵成的。

在周边，一排排整齐的钢

管大棚。“那里现在种水稻，接

下来就种番茄了。”雷大锋说，

在示范园区采取番茄——水稻

水旱轮作，这些水稻是今年6月

上旬播种，在 10 月上旬收割之

后，将改种大棚番茄，并于第

二年2月至6月采收。

据介绍，通过种植水稻，能

够破除番茄连作的障碍，特别是

有效杀灭根结线虫，解决重茬番

茄根结线虫防治难题。据悉，近

几年园区的水稻亩产量均能达到

500公斤，而番茄每亩产值能够

达到18000元，整个园区实现了

“千斤粮、万元钱”。

当古老的农业邂逅新兴的电子

商务，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在市

农业电商产业孵化基地或许可以找

到些许答案。

马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占地面

积37亩，是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立

体式、复合型的服务中心，采用公益

性支撑＋市场化运行的机制，全面开

展专业合作、金融合作、信用合作三

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主要由主体大

楼、农资超市区、现代种业区、育苗科

技示范区等四大区块组成。

而市农业电商产业孵化基地位

于马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商务

区内。一走进基地，迎面明显位置展

示着多种农产品。孵化基地面积200

平方米，格局分明，有孵化区、视觉中

心、技术支持、会客区、会议室等。

市农业电商产业孵化基地是由

市政府主导、瑞安日报有限公司运

营，公益为主、市场为辅的区域性农

业电商公共服务模式，为具有发展潜

力或致力于投身农业电子商务的中

小企业、农村青年创业者提供零租

金、低费率、一站式人性化服务和有

利于存活、发展的服务环境和空间环

境的公益性服务平台。

“为农业乘上电商‘快车’搭起桥

梁。”市农业电商产业孵化基地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具备人才培育、经营

实践、品牌培育、技术支持、行政服务

等功能。此外，根据我市农户需求，

孵化基地运营方瑞安日报有限公司

独立开发了第三方电商平台“瑞安

淘”，截至8月底，“瑞安淘”已入驻商

家共计 45 家，入驻商品合计 326

样。此外，还建立电商PC网站、微

信商城、微博、手机 APP，降低了网

上交易成本，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也为致力于涉足电商产业的农户

提供了实践平台。

走出市农业电商产业孵化基地，就

是服务中心的农业公共服务平台。一

排整齐规划着多个窗口，有农技推广、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村产权交易

（土地流转）、动植物疫病防控、林业技术

推广、农业气象（防汛抗旱）渔业技术推

广、农机等系列服务。“农业公共服务平

台主要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马屿镇农办主任李成清说，“金融创

新服务平台，开展资金互助、联保联贷、

农信担保、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

据悉，除了金融创新服务平台、

农业公共服务平台、电商孵化服务平

台之外，综合负责中心还有农资物流

服务平台、科技示范服务平台、智能

信息服务平台等三大平台。在农资

物流服务平台，中心设立了集仓储、

销售、实验、示范于一体的综合性大

型农资连锁超市；科技示范服务平台

依托神鹿种业公司，开展现代种业创

新；智能信息服务平台，中心构建以

触摸式信息服务终端为载体的农业

智能信息网络。

“简单地说，农民在服务中心可

以享受从开始种植到最终销售一条

龙服务。”李成清这样描述：一位农民

想种植蔬菜，服务中心现代种业区将

为农民提供优质的蔬菜品种。有了

种苗后，在现代农资超市可以卖到各

类农资，实现一站购齐。在种植过程

中，这位农民遇到农技方面问题，在

农业公共服务平台将得到想要的解

决方案，如遇到病虫害，还可以请教

庄稼医院给予诊断。待蔬菜长成后，

这位农民还可以搭上电商这趟高速

列车，将产品放到“瑞安淘”上吆喝叫

卖。

马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六大平台全方位服务

天井垟粮食生产功能区：“涝区”变“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