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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

技术产业向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

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体、科技金融等高新

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在示范园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

线，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

期的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

吧等）、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

免费代办）及财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

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通知，确
定把三门县的“国家青蟹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
区”列入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提升工程。
该项目为浙江省第一个列入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项目提升工程的项目，也是全国50个项目之一。

据了解，“国家青蟹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由沙柳街道申报，浙江三特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实施。早在 2011 年，该公司就已投资 298
万元，对该项目基地进行养殖塘标准化改造，顺
利实施了台州市农业标准化推广示范项目——

“青蟹标准化养殖技术推广”，并验收合格。
为确保项目实施的质量和进度，这两年，该

公司将项目实施的具体目标分为标准体系制定、
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体系建设、培训体系建设和

建设示范点五大类，建立了青蟹养殖品质监控标
准体系。同时，与各养殖户签订了《项目实施合
作协议》，要求他们按照国家无公害食品操作规程
和要求操作，使用专用渔药，投喂鲜活饵料，确
保养殖的青蟹质量和安全，达到无公害、国家级
标准，检测合格率达到100%。

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林峰告诉笔者，
今年，浙江省在对全省范围内的10个第八批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后，“国家青蟹
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申报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提升工程的项目。

据浙江三特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端红介绍，现在养殖基地共有养殖面积 1150 亩，
标准化养殖塘46口，养殖户46户。通过实施浙江

省《无公害青蟹养殖技术规范》，开展标准化、规
范化养殖技术等工作，该项目带来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产品全部达到无公害检测要求。据统计，
到去年，该项目共投资了395万元，项目区青蟹年
产量 92000 公斤，亩增产量 15 公斤，亩增效益
1500多元，总产值达862.5万元。

笔者了解到，单青蟹养殖，该项目已辐射青
蟹养殖塘 6000 多亩，带动辐射区养殖户 580 户，
亩增产量 5 公斤，亩增收 400 元，户均增收 4138
元，总增加效益 900 万元。同时，基地常年用工
多，为当地农民解决了就业难，每人能够获得
1.8~2.2万元的年收入。

朱曙光 梅妩媚 朱芳芳

三门青蟹标准化养殖成国家级示范项目
系浙江首个“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提升工程”

近日，龙游县市场监管局新农村服务干部，来到罗家乡缪家村兰崖黄茶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现场
指导兰崖黄茶品牌创建工作，走品牌兴业之路。

该黄茶专业合作社加入茶农有68户，现种植面积400多亩，并注册“兰崖”商标。去年10月被中国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命名为“中黄三号”，现扦插培育茶苗300多万株，可以种植千余亩，黄茶将成为茶农
的“致富茶”。 江友富 项明亮

连日来，温岭市松门镇南洋片粮食生产功能
区的度爿村田头，20多名小工有的在割菜，有的
在捆扎，有的在搬运，有的在装载上车，大伙儿都
忙得不亦乐乎。

这片蔬菜地为66岁的三门县浦坝港镇方玉
超经营种植，去年他和老伴在度爿村承包了六七
十亩土地，上半年用来种植早稻，下半年改种雪
菜，由于去年没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雪菜长势
喜人，获得了丰收。“今年菜的产量还是蛮好的，
亩产在4500多公斤左右，去年才3500多公斤，今
年包地还是能赚到一点钱的。”方玉超说。

方玉超和老伴在松门这里承包土地搞农业
种植已经有 15 个年头了，像今年种出的亩产量
4500多公斤，基本上很少碰到，也让老俩口看到
了致富的希望。在田头，方玉超给笔者算了一笔
账：

“田地租来是1200元/亩，下半季种雪菜成本
算作 600 元/亩，农药化肥要 350 元/亩，小工要
700元/亩，算下来成本至少1650元；如果按现在
4500公斤的亩产，每公斤0.44元计算，一亩地收
入仅为2000 元左右，利润在每亩350 元左右，种
60亩地，收入在2万元左右，这是按现在的最低
价算，像前段时间卖到 0.6 元每公斤，利润就更
多。”

方玉超家的蔬菜丰产丰收，也促进了周边农
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木耳、南洋等偏远农村妇
女成了她家的固定工人，种菜、施肥、喷药、收割
等都可见到妇女们忙碌的身影。南洋村妇女朱
香说，她在这里做小工，每天有100元的收入，对
于已经70高龄的她，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感
到非常的开心。

江文辉

这几天，位于余姚市小曹娥镇的
余姚市乡下妹菜业有限公司正从外
地采购鲜头榨菜，抓紧时间腌制，填
补市场空档。

2月18日一大早，笔者在该公司
榨菜腌制场内看到，该公司的员工们
正在忙着腌制榨菜。公司总经理王
福民介绍，虽然目前离本地榨菜收割
腌制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但该公
司去年在本地收购的1500 多万公斤
榨菜，到本月底即将销售完毕。为解
决榨菜原料空缺的问题，从上月底以
来，乡下妹公司就每天派人赶往四
川，采购当地在冬季收获的榨菜。

乡下妹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方
便榨菜、雪菜等蔬菜的加工企业，经
过16年的发展，目前“乡下妹”产品已
成功打入宁波三江、华润万家、上海
联华、家乐福等大中型超市。由于去
年该公司在本地收购的榨菜即将销
售完毕，而今年4月份本地榨菜收购
腌制之后的成品榨菜，要到9月份才
可上市销售。为填补这段时间的市
场空档，乡下妹公司收购腌制300多
万公斤的四川冬季鲜头榨菜，以补充
本地榨菜的原料空缺。

王福民介绍，去年该公司在本地
收购的鲜头榨菜，平均价格每公斤在
0.35元左右，而今年在四川收购的鲜
头榨菜，加上运费等成本，平均价格
每公斤在 0.45 元左右。虽然成本有
所增加，但抓住了市场空档，增加了
产品销售，满足了客户需求，可谓一
举三得，是非常值得的。

王文苗

“我要预订 15000 公斤清水鱼和 100 公斤甲
鱼。”日前，来自杭州的叶老板向开化晓尧家庭农
场提前订购水产品。

地处开化县华埠镇下界首村马后坞内的晓
尧家庭农场，一池池梯田式的鱼塘，大小12个，养
殖面积120多亩。让人惊奇的是，大鱼塘里清水
鱼和甲鱼混养。“这是一种创新水产养殖方法，其
水源是山上流下的山泉水，而清水鱼主要是吃
草，甲鱼则吃自然野生的小鱼和螺蛳，属生态放
养甲鱼，其肉质上等，风味与野生甲鱼相似，所以
每公斤卖到400元。”业主汪晓尧说着立马下塘捞
起了2只大甲鱼。

今年53岁的汪晓尧，在2009年与另4位村民
合股创办开化硒地渔业专业合作社，在马后坞流
转山地 300 多亩，搞水产养殖，由于合作经营不
善，合作社亏损严重，4位村民退股离开。之后由
汪晓尧独自经营，于2012年初建起开化晓尧家庭
农场，把铺盖厨具搬到农场，与妻子一起同吃住，
同创业。并从当地信用社贷款20万元，专业养殖
水产品。为确保清水鱼品质，他在山地里种了50
亩黑麦草、苏丹草，作鱼饲料。接着，他从舟山购
进6000只一元硬币一般大的甲鱼幼苗，放进养清
水鱼的大池里让其自生自长、自行繁殖。经过4
年的养殖，如今，大的清水鱼现已长至 5 公斤以
上，大的甲鱼已长到1.5公斤重。

2015年，晓尧家庭农场有15000多公斤草鱼、
鲫鱼、螺蛳青等清水鱼和100多公斤甲鱼销往杭
州及本县，总收入达60多万元。目前，鱼塘里仍
有 30000 多公斤清水鱼和 1500 多公斤甲鱼正在
毗邻市县热销中。

齐振松 江飞 童战卫

拥有“千家钱塘第一村”和“国家东部公园
门户村”等美誉的常山县长风村，自搭乘“互联
网+”快车，开启了乡村旅游“智慧模式”后，使
乡土气息蝶变出了时尚新魅力。

在长风村的“智慧小屋”，智慧旅游一体机十
分醒目。游客到了“智慧小屋”，可以通过智慧旅
游系统软件中360度环角视图和文字介绍的方式，
了解长风村的乡风民俗、文化遗存、农特产品、
民宿、渔家乐等相关内容，可从中获取所需信
息，制定行程安排。

“‘智慧小屋’数字化服务平台，是在腾讯
公司的技术支持下，投资近160余万元建成。村里
以此平台构建为起点，启动智慧服务、推广智慧
营销、实现智慧管理、获取智慧数据，使得乡村
休闲旅游走精品化发展之路。”长风村村支书裴军

荣满怀信心：“随着这个平台的推广普及，将积累
形成一个长风游客大数据，通过后台数据分析，
判断游客会对哪类信息感兴趣，再进行有针对性
的旅游推介、服务等，为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供
更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智慧小屋”墙上还增添了“印立得”，游
客通过微信上传照片，便可立即拿到照片，增加
了趣味体验。同时还设有微信二维码，作为渔家
乐、民宿的一张便民网络服务名片，游客只要扫
描二维码，手机上就会显示出渔家乐或民宿的相
关信息，便可立即预订民宿标间和渔家乐菜品，
还能对常山胡柚、猴头菇、山茶油等土特产品追
根溯源，尽享长风乡村旅游“智慧模式”的便
利。而“十里长风”微信公众号的建立更是成为
了该乡村休闲旅游的“活地图”，让广大游客实现

舒适愉快的“掌上游”。
智慧旅游正悄然改变此处乡村休闲旅游的新

业态，在智慧旅游推动下，长风村的“村淘”也
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借助“村淘”平台，销售
以鱼干、腐乳、笋干、胡柚果脯等特色旅游产
品，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使长风村特色民宿
经营得有声有色，民宿实现网上办理。2015年新
发展民宿 18 家、床位 128 个，自开始营业以来，
已接待600多人次。而民宿新兴发展也为“渔家乐
一条街”增添了喜气，长风村渔家乐协会会长江
文土欣喜相告：“‘十里长风’已经发展渔家乐90
多家，去年接待游客累计260多万人次，实现经营
收入4000多万元，带动了近千农户增收。”

陈建平

去年接待游客累计260多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4000多万

智慧旅游促长风村蝶变

度爿村雪菜大丰收

鱼鳖一塘混养的甲鱼
每公斤卖到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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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黄茶要走品牌兴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