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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依妮 通讯员陈耀升）
5 月 5 日，台州市渔船检验中心联合
市经信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全市
渔业船舶建造企业质检人员业务培
训。全市 75 名渔业船舶建造企业负
责人、质检业务负责人及各专业质检
员参加培训。

业务培训会上，市应急管理局专
家库成员围绕造船企业安全管理，从
安全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主要
对象方法与对策、管理体系四个角度
出发，生动形象地展现造船企业安全
的必要性。市渔船中心验船师结合省、
市渔船检验重点工作，分别从船体、轮
机、电气三个专业讲解现场检验流程
及重点检验项目，进一步明确了检验
环节的各方职责和检验要求，并对当
前检验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渔船建造企业质检员代表现场演
示“浙江省水路平台系统”，全面讲解
新建渔船网上申报流程，进一步深化
渔船检验数字化的理念，为下一步全
面推广使用“船检通”系统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船舶检验工
作的主要执行者，渔船建造企业质检
员不仅要掌握船舶建造标准、检验方
式、船舶施工工艺和质量检验程序等
理论知识，还需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进行各个方面的检查，熟练应用各种
测试仪器，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发现造
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析出违
反建造规范的具体工艺。

“船舶建造的过程就是执行渔船检
验条例、规则和规范的过程。在实际的
检验工作中，质检人员不仅是渔船安全
生产航行安全的‘技术管家’，也是助推
行业发展的‘护航专家’，提高其专业素
质对保证船舶检验质量起着决定性作
用。”台州市渔检中心主任吴军杰说。

据悉，结合新出台的《质量强国建
设纲要》精神和《2023年台州市渔船检
验质量提升年专项行动方案》，我市还
将进一步规范船厂质检行为，通过配置
合格质检队伍、规范质检人员行为、严
把检验质量、实行船厂黑名单管理等四
个方面，提高渔船修造企业建造和修理
质量，切实提升渔船质量安全水平。

“引航”地方造船业精益质量管理

我市组织渔船建造企业
质检人员业务培训

台传媒记者李 平文/摄
“十年前，我要搞农业，要挨我爸

骂；现在，被大家追着找。”4月 21日
中午 1时许，结束了和水果采购商的
通话，三门县稞地家庭农场负责人徐
海亚如是感慨。

这句话，也是台州家庭农场十年
发展的一种写照。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
主要劳动力,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
元，以农业及其衍生产业为主要收
入来源，进行集约化、标准化、专
业化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
础上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是适应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和现代农业
发展要求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是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提升。

春风化雨，耕种满田。自 2013年
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培育和发展
家庭农场以来，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台州快速成长。截至 4月 26日，
我市共有工商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
7714家。

十年来，全市家庭农场在应用
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开拓新市场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成为振兴
乡村的主力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的新载体。2022年，全市家庭农场经
营土地 60多万亩，全年经营收入达
到36亿元。

抢答“谁来种地”难题

眼下，椒江章安街道良田成片，
稻禾青青，白鹭翩跹，生机勃勃。

“现在种田的竞争变大了，这几
年，周边有好几家买了设备开始承
包种粮的。”这是椒江伟光家庭农场

“90后”当家人杨伟光回家种田第 10
个年头的感慨。杨家曾经是村里唯
一的种粮大户，而今种粮的同行者
越来越多。

2014 年，23 岁的杨伟光回家帮
着父亲一起种植粮食。二十出头就
回家种田，杨伟光并未有过特别的
纠结，“上班和种田，一样都是工作，
都是生活。”

让杨伟光更容易接受农民这个
传统职业的原因，还有全程机械化的
水稻种植模式。“从育秧、播种，到收
割、晾晒，水稻生产就和工厂流水线
一样。”刚回到家的杨伟光，还主动去
学习当时最新的植保无人机操作技
术，让自己走在现代农业的前沿。

如今，杨伟光已然成为真正的农
业当家人，不仅对水稻施肥、病虫防
治、田间管理等关键环节了然于心，
还不断注入现代农业理念，引种中科
院谢华安原始团队培养的优质特种
水稻——低糖大米；注册“冠民”大米
品牌，让优质大米卖出优价。

随着城镇化加快，农村中青年劳
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后继乏人
问题明显，“谁来种地”一度成为现实
命题。

而今，在台州，7000多家家庭农
场“当家人”活跃在田间地头，用实际
行动来抢答。这些“当家人”当中，既
有和土地打交道一辈子的老农民，也
有潜心钻研新品种新技术的农业专
家 、技术能手，一腔热血投身“三农”
的大学生创客，经商办企多年回归农

业的工商业者，还有脱下戎装扎根农
村的退役军人……他们共同在生态
农业 、精致农业 、品质农业的道路
上摸爬滚打。

争当现代农业“示范生”

四月，台州各地橘花如雪。但在
宁溪镇大苔村的黄岩晨湖果蔬家庭
农场的浅加温大棚内，一株株“红美
人”柑橘树上已经早早挂上青涩的小
果子，个头大的已有2公分直径。

“我们用的是浅加温技术，可以
错峰上市，相差一个半月左右。”黄
岩晨湖果蔬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大荣
介绍。

“红美人”能提前上市，主要得益
于浙江省柑橘研究所、黄岩区农业农
村局在家庭农场内开展的“红美人”
等杂柑浅加温技术攻关。通过大棚覆
膜、水空调等加温技术，让橘树提早
进入生长期，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依
托物联网技术进行温、光、水、肥等智
能调节控制，使“红美人”的整个生长
期显著提早，并避免冰冻、干旱等异
常天气造成的损失。

提前错峰上市，“红美人”卖出了
好价钱。“去年，我们‘红美人’一斤能
卖到 60到 80元，正常上市的价格只
有二三十元。”黄大荣说。

相较于传统中小农户，家庭农场
经营者除了敢于钻研种植技术，积极
尝鲜“新科技”之外，更具有与时俱进
的营销理念，根据市场变化不断优化
经营模式，精准对接消费者。

红的、黑的、紫的、青的、奶白……
走进台州市羽齐家庭农场，品种多样
的桑葚让人大开眼界，“五彩桑葚”是
农场的主打产品。

不过除了春季采摘桑葚之外，农
场还辅助种植樱桃、蓝莓、紫秋葡萄、
猕猴桃等夏秋水果，并建设茶厂酒坊
衍生推出桑葚酒、桑叶茶等农副产
品，同时结合基地优势推出研学、团
建等农业休闲旅游项目，实现种植、
养殖、观赏、食用、销售、娱乐为一体
新型综合盈利模式。

“我们一开始也有跟风过，后来

理清思路，找准自己的定位，进行差
异化经营，对产品进行挖掘，并结合
深加工，现在的效益大概是有个六七
百万元，而且呈增长态势。”台州市羽
齐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先青说。

近年来，各具特色的家庭农场
蓬勃发展，日益成为我市乡村振兴
和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截
至 2022 年底，全市共有县级以上示
范性家庭农场 501家，其中市级示范
性家庭农场 275家、省级示范性家庭
农场126家。

携手奔走“共富路”

在规模日益扩大，生产经营模式
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家庭农场也发挥
着巨大的辐射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户
投入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中，扩大了
农村的就业渠道。

4月 23日上午 10点，屋外大雨，
临海下周家庭农场的仓库里，称重、
记账……周苏丽一家人正忙着给几
十位采茶工计算当天的工作量，并招
呼她们带上午饭。看到账簿上的数
字，头发明显花白的采茶工们，个个
脸上绽开笑容。

“我们这边采茶叶都是周边的中
老年妇女，一般一天需要两三百个工
人，最多的收入能到两三百元，一般
都是一百多元。”摊开记账的本子，周
苏丽展示采茶季的用工支出。

“阿哥，这个瓜你要挑好一点
的，因为是宁海的客人要买我们的
甜瓜。西瓜、东方蜜，还有玉菇都要
来选，所以品质要把控好。”近日，接
到水果采购商的订单后，徐海亚马
上来到家庭农场的甜瓜外联基地，
和瓜农进行沟通。

十多年前，徐海亚在家人的反对
声中辞去上市公司的工作，从事生态
农业，投以一腔热情，坚持不懈地培
训学习，注入新思路，引种新品种，实
践新技术，探索新模式，逐渐走出了
一条农业创新之路。徐海亚的有机农
产品种植面积由最早的 10多亩扩展
到目前的 300多亩，“稞地”生态农产
品的知名度也逐渐走出三门。

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徐海亚还主
动带动周边农户一起致富，建立外联
基地，在外联基地上推广新品种和新
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并将外联基
地好的产品整合销售。

“现在，我们的外联基地遍布浦
坝港镇。今年，我们还注册了一个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化模式
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对家
庭农场进行迭代升级。”徐海亚说。

建功新时代，全力谋振兴。十年
来，家庭农场这个农业新生事物，已
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同时
不断升级完善、一路探索，在台州广
袤沃野中展现更大作为。

10年，7000多家，36亿元

台州：家庭农场从“新农”到“兴农”

本报讯(通讯员孙红红 记者沈海珠)
日前，由黄岩区北洋镇商会组织的 8
家企业在参加第 133届广交会后，胜
利归来。

本届广交会北洋有双泰、苏克、宏
兴、品瑶、朔翔、欧威、华宏、添运 8家
企业参展，都是北洋镇正处于发展上
升期的优质企业。

凭借别具一格的设计、质优价廉
的商品和贴近市场需求的风格，北洋
企业参展区吸引了不少外商的目光。
在广交会现场，由北洋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张剑认真查看每一家企业的布展
情况和参展产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
广交会这一平台，扩大合作“朋友圈”。

“参加广交会不仅能增进新老客
户、斩获订单，还能获得最新、最前沿
的国内外市场、科技、行业动态等信
息，在互惠互利合作中，促进企业发
展。”黄岩区人大代表、北洋商会会长、
黄岩华宏塑料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长志说。

为做好此次展会，北洋商会做了
充分准备，精心设计展台、制定明确的
目标、展示优质产品与服务、与参展商
积极互动，并及时整理搜集到的客户
信息，跟进潜在客户，对参展效果进行
评估，从而实现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和
商业合作等多方面的目标，推动企业
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提高参展效果。

8家北洋企业齐现广交会

5月8日，温岭市誉翔机械零部
件有限公司技工正在赶制第二季度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该公司自
去年进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行
列后，先后投入近千万元分批转型
升级生产设备，使混电型变速箱活
塞等产品快速成为企业未来发展主
打产品，以“数智”实力抢下奇瑞、上
汽、北汽等新能源汽车厂家订单，实
现年产值1.1亿元，利润比老产品提
高35%左右。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摄

箬横：“数智”加持
抢订单

黄岩晨湖果蔬家庭农场用科技种植黄岩晨湖果蔬家庭农场用科技种植““红美人红美人””，，提前开花上市提前开花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