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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版

“全程自动化操作，只需按
下几个按钮，光、热、水、肥尽在
掌控之中，应用了智能化、数字
化等科技武器，让我尝到了农
业的甜头。”近日，刚刚评上浙
江省第二批数字农业工厂的台
州桔源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陶开泉说。

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
品柑橘种植的企业，基地内采
用连栋钢架大棚栽培技术，配
套精准施肥系统、数据采集系
统、监测系统、数据显示系统，
实现水肥一体化、自动化喷药，
继而通过智慧农业物联网技
术，实现对柑橘的精准监测、智
能管控、质量追溯，是我区柑橘
现代化种植的示范区。

“在我这个大棚里，高科技
可谓无处不在，比如地下的传
感器可以将信息反馈至数据中
心，来实现对棚内温度、湿度和
光照的全程监控，对橘树生长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在室内模
拟柑橘生长最佳条件，使之形
成特有小气候环境，达到最优
的品质，达到一年四季都能有
果实。”陶开泉感慨道，通过智
慧大脑的大屏幕，可以让橘树
的生长周期全在人的掌控之
中。“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原来
一亩橘地大概需要 2-3 个人
工，现在我 100亩地，这点人手
也就够了。”

现代化的柑橘种植技术让
农民出身的陶开泉耳目一新，
田间劳作摆脱靠天吃饭，转向
看数据吃饭，他对现代柑橘种
植业有了全新的理解。“对我来
说，通过高科技管理，每棵树都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为了
达到绿色无公害的品质，我还

给他们配上了‘营养餐’，通过
滴灌系统，精准地将营养输送
到每一棵橘树，种果也就是养
人呀。”

这也让基地里第一年大批
量产果的“红美人”供不应求，

“像今年树上的果子都还没成
熟，就已经被上海等地的客商
全部订走了。”

陶开源的话语，让记者感
受到了橘农们对于黄岩蜜橘的
未来充满了信心。而目前在头
陀中华橘源小镇里，像陶开泉
这样的农创客正纷至沓来，汇
聚到这片全新的创业热土，用
科技为蜜橘种植插上腾飞的

“翅膀”。
“每年，我区还拿出专项资

金用于柑橘产业的发展，例如
对新种植30亩以上本地早蜜橘
等优良柑橘品种的橘农，每亩
补贴4000元。”王立宏说。目前，
全区柑橘良种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优良柑橘品种的种植效
益逐年提高，净利润可达每亩1
万元以上。

古老与现代相融共生，科
技与传承交相辉映。60年来，黄
岩还为全国贡献了海涂种橘技
术、柑橘高接换种技术、柑橘黑
点病综合防治技术等数十项科
技成果，并为国内果树战线培
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未来，黄岩将继续聚焦打
造“中华橘源”地理坐标，着力
提高蜜橘品质，深入挖掘蜜橘
文化，讲好“黄岩蜜橘故事”，以
橘为媒唱好乡村振兴“新农
歌”，助力黄岩以奔跑者姿态
奋进“永宁江时代”，让黄岩蜜
橘真正成为黄岩人民的“黄金
果”“致富果”和“魅力果”。

古老筑墩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

黄 岩 蜜 橘 正 丰 收
■本报记者 章鸣宇

立冬时节，也是柑橘成熟采摘的旺季。永宁江南岸的柑橘博

览园里，一个个“土墩”上，种着一棵棵茂盛的橘树；橘树上，黄澄

澄的蜜橘挂满枝头，清脆的剪橘声中透着丰收的喜悦。一江之隔

的现代化科技园里，温度、湿度、光照、水分和肥料，精准控制，冬

季开花、春季成长，一年四季尽享丰收。

在这片美丽而神奇的橘乡大地上，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交

相辉映，发展的故事从未间断……

千年筑墩 人定胜天

“种橘子首先要打墩开沟，
沟要开得宽、开得深，早上水分
吸收上去，下午水分回转，生态
循环后橘子糖度高，就好吃。”
在澄江街道凤洋村的“本地早”
蜜橘种植基地里，当地凤来柑
橘合作社负责人彭德通正在向
前来研学的北城中学学生们讲
解柑橘丰收的秘诀。

走进该合作社的橘园，上
百亩橘树都种在一个个土墩
上。彭德通告诉记者，这是一种
因地制宜的选择。黄岩地处我
国的东南沿海，土壤以盐碱地，
滩涂为主，受到潮汐的影响，时
常都会有海水倒灌的发生。早
在一千多年前，为了抵御涝害
和潮灾，黄岩的祖先们在永宁
江两岸的滩涂平原上创造性地
发明了“筑墩栽培技术”。

“前一年冬天，把土堆成直
径100厘米，高度60-80厘米的
圆锥形土墩，到第二年春天三
四月，再把橘苗定在土墩上，根
底下垫一块瓦缸片。”种了大半
辈子橘子的彭德通说，一直以
来，村里都是用这种方法种橘
树，既能有效防治土墩盐渍化，
降低橘树的地下水位，又能控
制橘树枝条徒长，提高果实的
糖度和品质。

“我们是年年大丰收，今年
整个黄岩种植蜜橘面积大概是
6.3万亩，产量6.5万多吨，产值
达到了3.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
丰收年。”区农业农村局果树技
术推广总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黄茜斌说。目前，黄岩蜜橘筑墩
栽培系统保护区范围为黄岩区

澄江街道、新前街道、头陀镇、
北洋镇等 7个乡镇街道的行政
区域范围，黄岩蜜橘筑墩栽培
系统应用面积为 6万多亩，产
量5.8万吨，产值2.89亿元。

据了解，这种“筑墩淋卤、
卤流大海、海潮涌河、营养肥
泥、河泥雍橘、咸淡交替、优果
延年”的低洼沿海滩涂地生态
循环系统，延续了千年优质蜜
橘的生产，不仅是我国沿海滩
涂盐碱地开发利用方式一项重
要农业遗产，更是我国及世界
柑橘产业的一项重要宝贵遗
产，在世界柑橘产业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2020 年 1 月 19 日，黄岩
蜜橘筑墩栽培系统入选第五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目前，正积极申报世界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区农业农村局
党委委员、总农艺师王立宏
说。黄岩柑橘的栽培史，最早
可以上溯到三国时代。为了挖
掘和保护源远流长的橘文化，
我区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以柑
橘和橘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
物馆——中国柑橘博物馆，并
推出了点间间亮、放橘灯、打
橘生、请令旗等一系列内涵丰
富、群众参与度高的民俗活
动。眼下，我区正以黄岩蜜橘
筑墩栽培系统申报世界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为契机，加强蜜
橘文化的挖掘梳理、保护和传
承，打造世界蜜橘文化高地，
助力黄岩蜜橘产业振兴，进一
步擦亮“中华橘源”这块金字招
牌。

数字种植 天遂人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