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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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推行“一带一路”策略，三门县海润街道
涛头村农民看到政策商机，带着“土专家”到泰国
组建公司，承包了200公顷土地养殖青蟹。目前，
土地承包合同已经签订，下个月，他们将赴泰国
开工。

涛头村是三门县的养殖大村，全村有 166.7
公顷的养殖塘，201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
元，写就了三门的“涛头模式”。但随着市场需求
的变化，养殖成本越来越高，养殖规模无法拓展。

“我们的养殖技术在国内都是领先的，但受
气候影响，在本地每年只能养一季，听说国外养
殖成本较低，气候条件也不错，于是我们想出去
闯一闯。”三门县海润街道涛头村党支部书记林
后宜说。

2014年9月份开始，林后宜带着几名养殖户
和PH试纸等各种土壤检测工具，到马来西亚和
泰国等地考察。他们前后去了11次，最终发现，
泰国宋卡的土地性质、承包成本和气候条件比较
优越。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出台，林后宜
觉得赶上了好时机，去年8月份，他果断地在宋卡
承包了0.67公顷土地搞试养，发现青蟹养殖前期
成活率在90%以上，取得成功。

“我们县内每亩土地年租金在三四千元，而
宋卡只要1000多元；那里四季恒温，一年可以养
三季。”林后宜说，那里的人工费每人每年也只要
2万元。

到国外搞规模养殖，涛头农民在三门乃至全
省是首例，在经营方式、启动资金等方面存在各
种难题。三门县委书记董服标在调研中获悉情
况后，主动帮助对接，不仅安排县内多年从事相
关工作的人员提供政策、技术支持，还帮忙引入
工商资本。

目前，受惠“一带一路”政策，林后宜他们成
立了泰国宋卡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引进资本
3000 万元，已经在当地租下了 200 公顷的土地。
该项目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该
公司还在与保险公司洽谈，准备给境外养殖系上

“安全带”。
“主要是养青蟹，也养对虾，我们先出去探探

路，一年后就能出结果。如果好，我们就扩大面
积，带领更多村民走出去。”林后宜说。

林由火是准备跟林后宜出去的技术人员之
一，他是三门县南美白对虾养殖“土专家”，对境
外养殖充满信心：“那里养殖条件比三门好，相信
以我们的技术到那里养殖没问题。”

“养殖业‘走出去’是发展趋势，是农业和渔
业转型的必由之路。下一步，我们要在规范上做
文章、在机制上求创新、在规模上求突破，力争在
境外打响三门青蟹品牌，带领农民创业致富。”董
服标说。

朱曙光任平 叶洁 朱芳芳

三门农民赴泰国承包土地养青蟹

位于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的同景30MW柯城
光伏综合体的太阳能电池板下，大片的油菜花已
经盛开，引来了众多的赏花游客。同景柯城光伏
综合体在建设之初就布局农业种植，其3~5米高
的太阳能电池板支架，为板下农作物生长提供了
足够的空间。板上发电，板下农业，更是吸引了赏
花客的目光。

吴铁鸣 许奕

“2016年湖州市粮食生产高新技术培训会议”日前
在湖州召开，该市各县区农作站站长、粮食生产技术人
员、重点旱粮生产基地负责人、重点乡镇农服中心粮油
生产技术负责人、粮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邀请了宁波市种子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蔡克
锋作了“‘甬优系列’超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讲座，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10个方面的技术要求；邀请了浙江省农业
厅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吴早贵作了“发展旱粮生
产 促进稳粮增效”讲座，对鲜食大豆、玉米分期播种技
术、马铃薯免耕覆草（膜）栽培技术、迷你番薯双季栽培
技术、鲜食豌豆秋播技术等技术和发展旱粮生产的扶持
政策进行了讲解。 赵新荣 冯燕萍

湖州开展
粮食生产高新技术培训

门前屋后，看不到一堆杂物；墙角拐弯的角落
里，培上了新土，种上了花草；一些废弃的缸罐，被
村民当成了花盆。

3月19日上午，天台县龙溪乡寒山村妇女主
任叶彩鸯一行来到柱峰村参观。在叶彩鸯的印象
中，藏在大山中的柱峰村破破烂烂、杂乱不堪，但
眼前的景象让她大跌眼镜。此前她来柱峰的次数
不多，但村口那一大片不知已堆积了多少年的垃
圾让她记忆深刻。这次来到村里，她顿生陌生感，
原来的那个大垃圾堆已被一个小型生态停车场所
取代。

柱峰村位置偏僻，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缺少生
机的山村渐趋没落。在年初的一次村民代表会议
上，返乡村民纷纷为村里发展建言献策。

当时，龙溪乡刚成功创建3A级景区，而县里
也提出了打造全域景区化的目标。有人提出柱峰
村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只要扮美乡村就能吃上“旅
游饭”。

“扮美村庄，怎么扮？”村两委研究再三，决定

从各家各户的庭院入手，通过“庭院革命”，把一个
个农家庭院变成小花园，进而把柱峰村建成“花样
村庄”。

见到柱峰村支书叶占元时，他那双黄军鞋上沾
满了泥巴。从2月底开始，他就和村主任叶占形一
起，白天带领村民清垃圾、拆违建、植苗木，晚上就
召开各类碰头会，专题解决“庭院革命”中遇到的各
种难题。

村两委下决心发展“美丽经济”，村民们都很
支持。大家纷纷动手，拆除各自的违建，退回占用
的公共地块，主动清理垃圾，因地制宜种植各种花
草。

村办公场所后面有一条村道，在拐弯处视线
特别开阔，清晰可辨当中有半幅路面是新开辟的，
还没来得及浇上水泥。一打听，原来是违建拆除
后拓宽的。

短短20天时间里，村里拆除猪舍38间1100平
方米，清理垃圾杂物50多车，运进栽种花木的泥
土 60 多车，植下绿化近 1000 平米，播下花籽 6 公

斤。
村民们趁热打铁，着手恢复附近长15公里左

右的天仙古道，现已开辟了小瀑布、石楼梯、剿匪
路等一批自然人文景观。

经过这么一番“大动作”，柱峰村马上由“丑小
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名声不但走出了龙溪
乡，还在全县少有名气。

最近这段时间，来柱峰的人一下子多了起
来。叶占形满脸笑容地说：“比起以前脏兮兮的难
见客来，现在好看多了。我们接下来还要花大量
的力气，真正把村庄打扮得漂漂亮亮。”

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域景区化建设，目前，龙溪
乡借鉴柱峰村做法，在全乡12个行政村全面启动

“庭院革命·花样村庄”行动。
小山村靠山吃山，向着旅游要发展，天台县委

常委、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余昌杰感到非常难
得：“说是‘庭院革命’，其实就是‘旅游革命’。迎
接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每个村都可以有自己的
作为。” 徐平 范正侃

“花样村庄”吹出乡村旅游风

近日，温岭市养蜂协会成立，协会现有会员50多人，
温岭市琪浩蜂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灵聪当选为首届理
事会会长。

“我国的蜂产品产量世界最高，但是我国的蜂产品价
格却不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一半。”成立大会上，到会祝贺
的温岭市畜牧兽医局局长戴夏友表示，蜂产品价格低，关
键是品牌没有很好树立。他说，温岭这几年养蜂业产值
比以往有所下降，但是量还是比较大的，如何打响品牌，
今后还需在养蜂技术的智能化方面、蜂农的组织化方面
下工夫，而成立养蜂协会，提高蜂农的组织化程度，有助
于打响温岭蜂业品牌。

“我今年53岁了，15岁时就开始学养蜂，那时候，我
爸在桥下小学当民办教师，工资低，业余时间跟着蜂农
养蜂，我也跟着桥下的陈奕清师傅养蜂，花了54元钱买
了一箱蜂，后来从一箱蜂发展到12箱蜂……”箬横镇车
路村的蜂农马若江对养蜂事业很有感情，他透露说，他
在东浦农场承包了3亩地，承包期15年，计划打造一个
养蜂的科普基地，让中小学生到基地学习蜜蜂文化。

陈灵聪表示，“小蜜蜂，大产业”，他们将积极开展协
会的自律管理、业务交流、专业培训、理论研讨、争议调
处、法规政策宣传，承办委托事项、信息咨询服务等各项
活动，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会员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努
力维护养蜂行业整体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更好地促进
温岭养蜂行业的发展，尽可能解决温岭现有的落后养蜂
状况，帮助提高会员整体素质，打造温岭绿色、特色蜂产
品品牌，为温岭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产增收作出应有
的贡献。 黄晓慧

温岭成立养蜂协会

日前，在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秋瑾小学附近
的农田上，一大批小朋友在地里劳作，他们三三
两两，分工合作，播下菜籽、毛豆等种子，脸上洋
溢着笑容。原来，这是该校学生正在学农。

现场，200名学生分班承包了2亩地，大家拿
着事先领好的劳动工具及菜苗、菜籽等进入各班
分配的菜地，以小组为单位种植蔬菜。在指导老
师、热心家长的帮助下，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

韩熙媛在地里干活后，衣服、裤子沾满了泥
巴，可小姑娘一点不懊恼。“老师，今天我种了两
株毛豆呢，以后我要经常来看它。”韩熙媛笑眯眯
地说。

学生对绿地有了感情，活动有了效果，但这
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种下蔬菜是第
一步，今后学生要全程参与养护，一直到蔬菜收
割，这个活动才算全部结束。”该校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毛雅丽老师说，其实策划这个活动，有老师
的苦心。

秋瑾小学地处农村，可当地的农家孩子与城
里孩子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的生活早已远离田间
劳作。不少老师发现，大多数学生分不清青菜与
白菜；平时在食堂吃午饭，喜欢吃肉，蔬菜被大盘
大盘倒掉。

考虑到学校本来就有一个农场实践基地，规
模达 10 亩地，平时学校食堂的蔬菜由该基地供
应，学校专门请了农民帮着打理。为何不让学生
参与承包农田，自己种蔬菜？毛雅丽说，实践是
最好的老师，只有经历过才会懂得农民种菜的辛
苦，慢慢养成一颗感恩心、节俭心。

劳海荣是家长代表之一。他对该活动大力
点赞，并为此特意请假前来。劳海荣认为，现在
的孩子远离农田，越来越不接地气。这样的活动
能让孩子们亲近自然，敬畏大地，是很好的实践
活动。所以前几天孩子回家一说，他就决定一定
要参与支持。

钟伟 叶红

太阳能发电厂里
可赏花

绍兴秋瑾小学划出2亩试验田“承包”给学生

让学生从小识农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