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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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茶产
业传承发展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16〕11 号）。

《意见》提出，浙江茶产业传承发展要以“高效生态、
特色精品”为目标，发挥茶产业资源与传统优势，顺
应市场需求，强化政策引导、科技支撑、主体培育、品
牌引领和文化促进，深入实施良种化、标准化、品牌
化战略，着力推进“机器换人”、“电商换市”、精深加
工和全产业链建设，加快构建茶产业、茶生态、茶经
济、茶旅游和茶文化有机融合、协调发展的现代茶产
业体系。

《意见》明确，浙江茶产业传承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年，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300万亩左右，茶园和
茶厂基础进一步夯实，整合做强以龙井茶为核心的
3～5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推进茶全产业链建设，茶
产业三产分别达200亿元、300亿元和500亿元，全力
打造世界绿茶生产、贸易、文化交流、教育科研、休闲
养生中心，推动浙江省由传统茶业大省向现代茶业
强省转变。

《意见》提出了今后一个阶段浙江茶产业传承发
展的七大重要任务：

一是培育茶叶主导品牌。大力推进茶品牌整合
和塑造，做大做强龙井茶等若干个规模较大的公共

品牌，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扩大影响力。力争到2020
年，龙井茶品牌形象大幅提升，龙井茶产值达到80
亿元。

二是推进茶叶全产业链建设。支持茶叶产业化
龙头企业扩大规模，发展茶叶精深加工，提高茶叶资
源利用效率，增强竞争力。推进茶产业与文化、旅游
等产业的融合，构建主体功能互补、利益联结紧密、
产业链条贯通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到2020年，全
省培育10家产值上亿元的茶叶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年综合利用原料茶 10 万吨，夏秋茶资源利用率比
2015年提高20%以上。

三是加快茶业强镇建设。大力推进茶产业与现
代物流、电子商务、总部经济与品牌会展融合发展，通
过集聚名茶产业、人文历史、休闲度假、观光体验、健
康养生、文化宣传、美丽乡村建设等资源，在全省茶叶
主产区，引导建设一批茶庄园、茶博园、茶主题公园。
到2020年，全省建成20个左右茶业特色强镇。

四是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完善茶叶全产业链科
研开发体系，加强茶树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发掘利
用工作，选育和推广高抗、优质、特色茶树新品种，研
发推广先进适用、节本高效、绿色环保的茶叶生产技
术。主动对接国家“互联网+”战略，加强对茶产业

的信息化改造。
五是推进生产“机器换人”。加强茶园基础设施

以及集雨喷灌、防霜冻、防病虫害等设施建设，增强
茶产业抗灾减灾能力。围绕全程机械化目标，以茶
叶机采机制为重点，研究推广先进适用茶机。支持
省级标准化名茶厂创建和标准茶园建设。全面推行
茶叶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强化
质量安全监管。

六是实施文化兴茶。深入浙江茶文化发掘、传
承和宣传普及，大力倡导“茶为国饮、科学饮茶、健康
消费”理念。加强茶艺技能类学校与师资人才队伍
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浙江绿茶与茶文化
走向世界。

七是构建茶叶现代营销体系。提升发展区域性
茶叶市场，推进茶叶拍卖交易，积极构建全国绿茶价
格指数体系，增强市场话语权。主动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加快组建浙江绿茶出口联盟。鼓励新型
茶业商业模式创新与设计，促进茶叶电子商务规范
发展，逐步构建浙江茶叶现代营销体系。

《意见》还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和协同推进、专
业人才培养和科技支撑、政策扶持等保障措施。

沈钟

浙江出台促进茶产业传承发展指导意见，到2020年——

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1000亿元

2 月 27 日，消费者在义
乌市一无公害草莓基地采
摘。在每个草莓大棚内，都
可以看到放着一只装有蜜蜂
的桶，一只只蜜蜂飞舞在草
莓植株上，正忙着给草莓授
粉。

据业主介绍，今年他将
野外饲养的蜜蜂引进大棚
内，让蜜蜂采集花粉并帮忙
授粉，由此大大提高了坐果
率，平均亩产草莓1500多公
斤，而且草莓长得格外好，果
实饱满水灵，很少有畸形
果。这种绿色环保的新鲜草
莓每公斤的售价高达50～60
元（春节期间达到80元），实
现了农民增产增收。

龚献明

眼下，已进入春耕备播的大好时机。在农
村，一些不法商贩就进村入户、挨家挨户兜售种
子，其售价往往比正规种子销售部门的价格要低
得多，这对农民朋友来说自然很有诱惑力。很多
村民为了贪图方便和便宜，纷纷购买。但这样流
动上门销售的种子质量难保证，往往有掺假。主
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无任何证照。一些流动售种的商贩既
没种子经营许可证，又无厂家农作物经营书面委
托书，更没有工商部门出具的营业执照，属三无
经销商。即使个别村民问其有无证件时，他们也
会推诿说来时忘记带了。这些商贩流动售种有
两个特点：专拣偏僻、巷子深、人口不集中的地方
卖；通过亲戚或临时收买所谓的“熟人”做托，来
拉拢一部分村民购买。由于村民维权意识差，往
往被蒙骗。

二是对质量和纯度均未达国家制种标准。
流动商贩所售的种子一般是50公斤装，都是一些
使用过的旧化肥编织袋，并慌称使用旧的能降低
成本，把利让给农民。包装不美观，又无标签及
内容产地等，更开不出正规发票。据了解，这些
商贩所售的种子多不是正规制种单位生产的。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为此，农业、种子
等部门应提醒农民群众在购买种子时，首先察看
种子有无内外标签，标签上是否有种子产地、生
产时间、经销单位，所标的质量指标是否达到国
家质量要求。而后索要《种子质量合格证》、《信
誉卡》和购种发票，以便出现问题索赔时能提供
有效证据。同时，建议有关部门也应采取联合行
动，严厉打击伪劣种子贩卖行为，切实保护农民
的利益。

齐振松

人勤春来早，田头播种忙。这些天，位于绍
兴市柯桥区滨海九七丘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
更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麻利地把刚刚运来
的一袋袋白对虾虾苗放进大棚养殖塘内。

“这是我们养殖场今年投放的第一批虾苗。”
天利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养殖户莫加德指着塘
内的虾苗，眼睛笑得眯成了线。据介绍，去年以
常规大棚养殖白对虾的养殖户大都出现了亏损
现象，但莫加德利用双膜覆盖控温养殖模式，让
白对虾提早上市，反而小赚了一笔。所以，今年
一开年，莫加德就做好了白对虾放养准备工作，
投放虾苗时间比去年提前了10多天，希望能有一
个更好的收成。

从原先的小规模养殖，到如今500亩的大面
积养殖，短短三年时间，天利养殖场用塑料薄膜
搭起的大棚呈林立态势。“为了更好地提高大棚
温度，今年养殖场又新增了一只锅炉，还新添了
12只大棚，养殖面积比去年多了100多亩。为了
方便管理，我还特意新换了4辆电动车呢。”尽管
投入了不少资金，但莫加德看起来一点也不心
疼，看来，他是尝到了双层大棚养白对虾带来的
甜头。

“今年从2月25日起开始投放虾苗，总的投
放面积要达到500亩，准备投放3000万尾虾苗，3
月2日全部投放完成。”据渔技指导员屠林君工程
师介绍，尽管属于反季节养殖，但利用双层大棚
的养殖模式，不但避开了常规大棚养殖会遇到的
梅雨灾害天气，减少虾苗得病的几率，而且白对
虾上市时间提前，价格也能提高不少，今年预计
在4月底就可以让市民吃到新鲜的白对虾了。

作为最大的水产养殖产业之一，柯桥区自
2012年开始推广双膜覆盖控温养殖白对虾新模
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选择
该模式进行养殖。据统计，目前柯桥区利用该模
式养殖的面积近2000亩。

钟伟 曹梦捷

2月28日，建德市更楼街道新市村种植户叶润
祥在汽油水泵上接了个高压喷头，不停地冲刷田泥，
只见一根根鲜嫩的莲藕渐渐地露出水面，每小时至
少可采收150公斤生长在泥土中的莲藕，与传统劳
作的手工挖藕方法相比，效率提高了 10 多倍。据
悉，叶润祥种植了10多亩莲藕，去年入冬后，受不住
手工挖藕泥水冰冷之苦的他想到了利用汽油水泵接
上高压龙头水冲的办法，一试效果十分明显，省时又
省力。

一直以来，农民在田间挖藕只能依靠传统的双
手劳作，一个小时也只能挖15多公斤左右，遇到土
壤生硬的田块就更少了，既辛苦效率又低。种植了

10多年莲藕的叶润祥每年经营10多亩面积的莲藕，
他觉得挖藕时双手常会遇到泥土中的石块，手指不
小心还会被划破流血，遇到寒冷的天气，双手时常被
冻僵。再说，一年当中，从炎夏开始，一直要挖到次
年的春天，且每天要有一定数量的莲藕投放市场，他
觉得一定要想一种操作简单又便捷的方法来挖藕。
去年12月，他在网上查找到一种挖藕“神器”浮桶式
挖藕机，可由于价格太贵，不现实，让他望而兴叹。
不过，他想到用柴油机加水枪试了一回，可压力不
够，难以挖出泥土中生长的莲藕。后来，他经过长时
间的思考与摸索，想到了用汽油水泵接上消防压力
皮管，再加一个高压喷头，一试验，果然解决了压力

不足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挖起了泥中的莲藕，且这样
的设备总共花费了仅1300元左右。

经过反复的摸索与实践，叶润祥将汽油水泵放
入田埂边，一边抽水，一边用高压水龙头对着莲藕田
不停地冲洗，一根根鲜藕就会浮出水面，轻松获得。
据测算，用此方法每小时挖藕达150公斤左右，比传
统的手工挖法效率增加10多倍。“自从种藕以来，一
直靠传统的手工劳作，这回将现代机械设备运用到
劳动生产中，省工省时又省力，方便又快捷，同时还
克服了遇到寒冷天气，双手因挖藕而受冰冻之苦。”
一脸欣喜的叶润祥信心满满地说。

宁文武

高压水冲挖藕 效率提升十倍
每小时至少可采收150公斤生长在泥土中的莲藕

柯桥推广南美白对虾养殖新模式

双膜覆盖控温

流动上门的种子别乱买

蜜蜂住进大棚蜜蜂住进大棚
草莓效益大增草莓效益大增

提个 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