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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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后牡丹有约”的消息成了前段时间最火爆
的赏花春讯。正月过后不久，天台县赤城街道塔后
村的牡丹园含苞待放，消息不胫而走，名不见经传的
塔后村一夜成名，几乎被火爆的客流所淹没。

3月20日，“天台山首届牡丹文化节”在塔后村
举行，一早，各地游客便潮水般涌来。由于气温偏
低，牡丹园中的牡丹花开得还不是很盛，但在江南山
村就能欣赏到雍容华贵、姹紫嫣红的牡丹花，还是让
胜日寻芳的游客们感到惊艳。

村支书陈立照高兴地说：“我活了四五十年，头
一回看到有那么多人来我们村旅游。看来我们把牡
丹花当成塔后村的旅游特色，这步棋是走活了。”

塔后村因位于当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观赤城山
梁妃塔下而得名，东晋孙绰曾在《游天台山赋》中写
下了“赤城霞起而建标”的句子，因此赋而在中国文
学史上留下“掷地有声”典故的孙绰格外推崇赤城
山。

然而，千百年来，塔后村民守着“宝贝”却日子并
不富足。不但如此，该村还位处该县北部旅游统筹
区的中心，前有佛教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后有道教南
宗祖庭桐柏宫，但村民们的“旅游梦”一直做得并不
美好。

作为景中村，塔后村在2009年实施农房改造之

时，就幻想着能够吃上“旅游饭”。村里也费了不少
心思，在改造伊始，村两委干部就动员村民按农家乐
的要求来建设，并在2013年对全村农房的外立面进
行了改造。到2014年底，就已有15家农家乐、民宿
投入营业。

然而，市场很残酷，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塔后村
并没有一跃成为旅游新秀。相反，多数经营户的生
意长期青黄不接“吃不饱”。陈立照说：“每户改造后
的农房投入都在 80 万元左右，如果不能搞旅游赚
钱，村民们会吃不消。”

惨淡经营倒逼村两委和经营户开展“头脑风
暴”。一次村民会议上，有村民提议，挖掘牡丹文化
资源，用江南不多见的牡丹花来为塔后村的旅游点
一把火。

原来，相传梁妃牡丹为塔后人，南北朝梁时塔后
村就开始栽种牡丹，历史上也多有天台牡丹的记
载。因历史风雨，塔后村的牡丹几乎灭绝，但村民们
因代代相传的牡丹故事而记忆犹新。

这一建议被村两委当作“金点子”，很快进入了
落实阶段。去年，该村在闲置的地块上种植了6亩
60多个品种的牡丹。还没待花开，村里的旅游就骤
然升温。

这一幕既在村主任陈加喜的预料之内，又大出

他的期望。他说：“原以为会对旅游有一些帮助，没
想到帮助的程度会那么大。”受此推动，近日又有8
家农户向村两委提出了开办农家乐申请。

当地民间重视待客之道。陈加喜说，游客来了，
村庄环境如果不搞得像样些，那就会损了自己的形
象。出于这个考虑，近阶段，该村全民总动员，掀起
了美化村庄大行动。

看到塔后村因旅游而激发出内生动力，赤城街
道因势利导，派出了精兵强将，帮助村两委全力开始
乡村整治。村民们也纷纷主动参与其中。村民陈雪
飞在路边有一处违建，用于堆放杂物，为配合发展旅
游，她主动拆除了违建，改成了花圃。

牡丹为媒，催生“花经济”。眼下，初尝甜头的塔
头村办起了“牡丹文化节”，开展了“牡丹进家庭”活
动，它们还在房前屋后的角落里撒下了大量的花籽，
一个花园式村庄已然呼之欲出。

当天，来塔后村的游客达3万多人次。赤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齐益明表示，他们将在塔后村打造浪
漫爱情之旅，建设牡丹村庄，让人看到牡丹，就想到
塔后。此外，他们还将以塔后村为起点，打造寻佛问
道精品线路，推进美丽乡村集群建设。

陈婵娟 陈缅 徐平

天台塔后村挖掘牡丹文化资源，乡村休闲旅游满盘皆活

一朵牡丹“富贵”一片农家

近日，“乡村大擂台”走
进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
塘岸村，为当地群众奉送了
一台丰富的广场文化大餐，
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
赢得了阵阵掌声。据了解，
展演节目大多由白云街道
排舞协会、戏曲协会、体育
协会等文体团队自编自导
自演，充分展示了白云街道
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

徐国友
都说“春分农事多，农村无闲人”，可常山县谷

舞仁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场负责人高洪伟却不
用每天往田里跑，而是“偷懒”地坐在办公室里。

原来，2014年9月，“谷舞仁生”在该县球川镇
三溪村流转了200多亩土地，用于建立智慧农业综
合应用示范区，并引进农业物联网技术。通过这个
技术，高洪伟及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可以用电脑或手
机实时掌握工人工作情况、田间的空气温湿度、土
壤水分含量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等。

“这个技术好，实现了农作物智慧生产、智慧管
理、智慧组织，不用下田，摁摁按钮就能种好各种蔬
菜、水稻。”高洪伟乐呵呵地说，若是在外地出差，只
要有网络，他就可以通过手机随时查看田间情况，并
进行远程控制。

“电脑和手机上的数据是通过电子感应探头，
传到移动终端，为农作物种植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
据。”高洪伟举例，比如灌溉，传统的种植方式全凭
经验，有了物联网技术便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安排工人准确灌溉。

物联网技术助力农场种植、管理智能化，农作
物耕种速度及品质也明显提高。站在田间放眼望
去，远处50多亩油菜花竞相怒放，煞是壮观；近处
一片蔬菜地里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土豆、洋葱等
10多种蔬菜也是长势甚好。“只剩下20亩空地了，
准备种水稻。”高洪伟说。 徐高禄 黄红霞

近日，台州银行椒江椒北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在
章安街道正式开业。这是椒北地区首个商业银行，
填补了椒北无商业银行的空白。

台州银行椒江支行行长应小卫介绍，农村许多
村民在建房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的困难，贷款需求
旺盛。此外，椒北是椒江的农业主产区，农民创业
以及种养殖业都十分需要资金支持和周转。

据不完全统计，在椒江共有32家不同名称、网
点达110多个的金融机构，仅台州银行就有13家支
行。在城区，银行竞争日益白热化，市场趋于饱和，
越来越多的银行瞄准市场空档，将服务触角延伸到
农村，为小微企业及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银
行抢滩农村市场，拓宽了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贷款
渠道，农民能比以前更容易得到金融贷款。而各类
银行进驻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农村贷款的利
率，让农民得到了更多实惠。 陈胡南

近年来，三门青蟹名气越来越大，特别是通过网
络，实现了“横行天下”。但与此同时，三门青蟹这张

“金名片”也多次遭遇信任危机。为保护三门青蟹这
一品牌，该县将于4月1日起，全面启用由县青蟹产
业主管部门监制的新版三门青蟹包装盒、捆绑带及
防伪标识。

3月21日，笔者在三门县青蟹产业发展与管理
办公室市场管理科看到，工作人员正忙于整理各种
通告，市场管理科科长洪攀的电脑上存有新版的三
门青蟹包装盒、捆绑带以及防伪标识。

笔者注意到，包装盒外观主要以蓝、红为底色，
“三门青蟹”几个字赫然醒目，比老款包装盒更显大
气，包装盒一侧则印有生产日期、商家地址、监督电

话等内容。
“相比以前的包装盒，这次设计的包装盒质量要

好很多，基本不会出现因青蟹过重而漏底的现象。”
洪攀向笔者介绍道。

而捆扎带则为淡黄色，绣有“三门青蟹品牌标
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等字样。据了解，此次新
版捆绑带为三门青蟹专有，消费者可直接通过捆绑
带辨别青蟹是否是三门青蟹，可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也可更加有效地规范经营户使用青蟹
捆绑物。

“以前有些三门青蟹用尼龙绳捆扎，特别容易吸
水，绳子拆出来，往往是一大把，真不知道是在买绳
子还是买青蟹，现在换成新的捆扎带，就没有这个担

忧了。”市民陈燕君很是高兴。
而防伪标识与以往相比，主要是增加了二维码，

更加方便消费者识别真伪。
据了解，目前三门县已下发文件，并在全县各地

张贴关于全面启用新版三门青蟹包装盒、捆扎物及
防伪标识的通告。从4月1日起，所有三门青蟹生产
者和经营者在销售三门青蟹时，必须使用新版的三
门青蟹包装盒、捆扎带及防伪标识，对继续使用原三
门青蟹包装盒、捆扎带及防伪标识的，三门县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青蟹产业主管部门将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从严处理。

朱曙光 程英 朱芳芳

春暖花开，植绿正当时。近日，景宁根底岘村
成为东坑镇开展“以彩色花卉苗木装点爱情小镇行
动”的先行者，拉开了该镇义务植树活动的序幕，一
株株彩色观花树种在村中的小溪边入土扎根。

入春以来，该镇结合“变家园为花园”的开发目
标，在各村道路两侧开展了“六边三化三美”和绿
化、美化多彩家园等行动，启动了以彩色苗木装点爱
情小镇的活动。按照爱情小镇的计划，在未来几年
里，该镇将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式，在
辖区18个村道路沿线、江河两侧、村庄周边等区域，
大力植造彩色树林、健康树林和珍贵树林。积极鼓
励引导村民群众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块、荒地荒滩栽
植珍贵花卉、彩色树种，绿化美化环境，全力打造浙
西南最大彩色苗木花卉基地和浙西南最大创意彩色
苗木花卉旅游观光农业园。

东坑镇镇长吴海东介绍，该镇充分利用地理环
境和气候优势，已启动了多彩花卉苗木装点彩色东
坑爱情小镇的建设。彩色苗木花卉基地分为育苗
和种植两个区块，510亩彩色花卉基地已建成，还有
150亩育苗示范基地正在建设中。 林敏莉

三门青蟹4月“换装”上市

台州银行
抢滩农村市场

多彩花卉苗木
装点东坑爱情小镇

这家农企老板“偷”的有智慧

坐在办公室里
搞春耕

自编自导自演
“乡村大擂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