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种多样化转型专业化 致力育苗产业做大做强
浙江庆一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筱春

“相较于去年，我们油菜花种植面积扩大了，从

4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小麦从去年的900多

亩，增加到今年的1700多亩，预计在5月进行收

割。今年在销售方面肯定是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会更加侧重于线上的销售，接下来想邀请一些

网红达人，增加一些网红直播项目。”项伟章说。

据了解，源田家庭农场位于马屿镇天井垟粮食生

产功能区，它的前身是我市知名种粮大户项宝荣于

1998年创办的“项宝荣丰收农场”。2013年，项宝荣

的子女项贤治、项伟章将父亲的农场登记注册为“瑞安

市源田家庭农场”，这也是温州第一个家庭农场。

目前，源田家庭农场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90%以上，无人机、耕地机、烘干机等先进农具的投

入使用，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还大大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粮食的产量质量。如今

该农场涉及农副产品初加工、深加工，生产优质米、

年糕、粉干、农家酿等，还推出了冬至糍粑、古法红

糖、红糖麻花等特色产品，“天井垟”这一区域品牌

也随着产品销售越来越响。

项伟章说：“今年在农业种植的基础上，想成立

一个农旅综合体项目，这里面有大米的加工、生产、

销售，同时加入研学、旅游等方面，通过宣传带动，

让大家了解天井垟的大米产业，了解更多的稻米文

化知识。”

“我们苗场要向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方面发

展，要做一个季节性比较明显的苗场。技术上达

标，苗的质量要做到标准；上半年主要是西瓜和甜

瓜的育苗，下半年主要是花椰菜育苗，还有茄果类，

番茄、茄子、辣椒3个品种的种苗，我们主打这五六

个品种。”唐筱春说。

浙江庆一种苗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中国花椰菜

人工杂交发明者——郑庆一在1968年创办的“庆

一蔬菜良种繁育场”，经过半个世纪祖孙三代人接

棒努力，现已发展为集花椰菜育种、蔬菜种苗培育、

水稻种子经营、优质大米产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

业农业龙头企业。2021年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

了30亩全物联网控制的花椰菜种子种苗繁育研究

中心，专注花椰菜及其他蔬菜种苗的培育，2022年

下半年投入使用，当年就培育花椰菜种苗近2000

万棵，满足10000多亩生产需求。2023年该公司

探索多元化、多品种方向，掌握西甜瓜、黄瓜、茄子、

番茄等嫁接育苗技术，全年生产各类蔬菜种苗

1650多万棵，年产值超400万元。

唐筱春说：“我们目前要多接订单，扩大自己

的销售范围，现已走出温州，走向全省，很多外地农

户都是我们的客户。新的一年我们要做好技术攻

关和技术保障，保证我们的嫁接苗质量上要过关、

要标准。”

“2024年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增强农产品的加

工能力，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提升净化车间，加大

产能，提高市场的供应能力。要研究更多适合年

轻人的即食蔬菜新产品，让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知道我们的即食蔬菜产品。”雷大锋说。

据了解，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3年，走“高端农产品”路线，斥巨资引进德国

先进加工设备，实行“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一

体化质量管理，同时开发出精品蔬菜、色拉蔬菜等

高端产品，延伸产业链至净菜领域，打造了300公

里配送圈。

近几年，该公司投入更多精力研究新食化预

制菜，通过冷链物流发到全国各地，与万象城、大

润发等商超长期合作，实现“合作社+企业+超市+

市场”的无缝对接。雷大锋表示2024年的任务就

是壮大原有的、开拓新颖的。

雷大锋说：“今年的主要规划是产品销往长三

角的大客户大B端，之前主要针对温州的大B端客

户，以一鸣、温州本地的商超等为主，因为长三角地

区对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更高，所以我们今年要努

力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标准，符合他们的要求。”

扩大种植面积 建设乡村农旅综合体
瑞安市源田家庭农场经理项伟章

研发新产品 扩展新客户
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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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首先要收割去年冬闲期种下的蔬

菜、小麦，其中花菜大概在3月底收完，之后进行土

地翻耕，计划4月5日开始早稻直播。小麦晚一点

收割，4月底完成后进行秧苗机插，给之后的晚稻

插秧腾出时间来。”陈秀炜说。

2019年5月，陈秀炜团队在滨海滩涂围垦的重

度盐碱地获得1500亩农田承包权，打造瑞安盐碱地

稻作改良示范基地。他们与袁隆平院士团队合作，借

助“四维改良法”技术，种植海水稻改良盐碱地，4年不

懈努力，使该地块土壤盐分6‰降到3‰左右。

在这一基础上，2023年陈秀炜大胆创新，在改良

后的盐碱地探索多个种养模式。一是率全国之先尝

试“一年三种”，其中早稻全部采用当地常规普通品

种，晚稻以耐盐碱品种为主，尝试种植了500亩常规

品种，平均亩产均达到400公斤；为充分发挥土地综

合效益，利用冬闲期种植了300亩花椰菜、300亩冬

小麦。二是与科研院校合作，在海水稻田里尝试养殖

小龙虾、青蟹、稻蟹、稻虾共养模式均获成功。陈秀炜

表示2024年的任务就是巩固成果，提质扩面。

陈秀炜说：“今年五一之前保证早稻全部完成

插秧，双抢保障全年粮食产量，继续‘一年三种’。去

年进行的稻蟹、稻虾共养试验，今年再巩固一下，探

索提升产量和种养技术。今年还要承接一些海水稻

新品种的试验，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浙江

省‘三农九方’农业科技协作项目要在我们基地进行

耐盐碱新品种试种。”

多种种养模式均获成功 今年任务巩固提质
浙江瑞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秀炜

“我在马屿种了500多亩油菜花，在湖岭还种

了近200亩，现在都开花了，4月20日前要全部收

割。今年我准备购买一批专门压榨油菜花的设备，

自己打油包装，准备入商超销售。油菜花收割后马

上种早稻，早稻品种就采用生产周期短、产量也可

以的“永兴15”“浙1831”“台科早3号。”吴董淑说。

2021年，吴董淑在自家冬闲置农田里试种油

菜花，虽然遭遇连续阴雨天气，但这片油菜花长势

依旧很好。于是2022年吴董淑承包了1000多亩

农田，晚稻收割后马上种植油菜花，实行“稻-稻-

油”一年三种。吴董淑说种植油菜花，不仅有效利

用了农田的闲置时段，而且价格稳定、销路不愁，加

上政府扶持力度大，之后会多种一些。

在科技种植管理方面，吴董淑也有涉及，日常

农田的无人飞机操控都是她亲自上阵，井井有条地

喷洒防治病虫害的药雾，她身体力行科技强农、机

械强农“双强行动”，不仅提高了自家的生产效益，

也为瑞安市天井垟粮食生产功能区提供了现代农

业的学习典范。吴董淑说2024年的任务就是大胆

创新、勇于尝试。

吴董淑说：“我去年年底还养了十几亩的小龙虾，

如果今年成功的话，我下半年准备养200亩的小龙

虾，一部分农田就是实施“两季稻一季虾”的种养模

式。我今年还打算试验一下小麦种植。”

坚持科技强农战略 大胆尝试种养新品种
种植大户吴董淑

人勤春来早 新春开工忙

新农人畅谈“新年新规划”
■记者叶晨杨洋胡依琦 陈豪孙凛吴佳妍 蒋震曾木秀子（实习）

乡村迎新春，振兴正当时。新春伊始，瑞安田间地头已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记者深入农田，与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听听2024年他

们的新春打算和全年规划。

“我们去年的收成很不错，稻谷的亩产量比往年

增加了100来公斤。我们今年大概在4月份以后开

始插秧，早稻收割时间是7月初，晚稻收割时间应该

是11月尾，而且已经和原来的合作商再次洽谈了订

单事宜。除此之外，有一家新公司想让我们代种红

米，目前还在洽谈中，据他们公司说这红米是高粱和

糯米杂交的，专供特定人群食用。”陈礼隆说。

随着机械化水平的大幅提升，2023年瑞安水稻

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陈礼隆的穗德农机专业合作社

就配备了21台专业的插秧机、收割机和烘干机，为马

屿及周边农户提供插秧、收割、烘干等一站式服务。

除了机械化的运用外，陈礼隆还尝试大棚干育

秧技术，用农膜隔绝土壤与苗之间的水分。据陈礼

隆介绍，和传统育秧方式比起来，使用干育秧可缩

减传统育秧的工序，从而降低了人工成本，合作社

今年计划种植早稻600亩，将采用干育秧技术，并

配备了智能传输带。

陈礼隆说：“这是我们新引进的一种大棚干育

秧技术，我们也试验了好几次，已经确保成功了。

今年正式投入使用，主要优点就是省时省力，特别

是现在干活的都是老年人，踩在泥里，腿脚不是很

方便。使用干育秧技术的话，加上输送带，进出都

直接采用智能输送，很方便。”

实地运用干育秧技术 洽谈新产品新合作
瑞安市穗德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礼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