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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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兰亭打造采摘游的“金字招牌”

四季鲜果园 时时瓜果香

前不久，正是桑葚成熟期，笔者走进
开化县桑海家庭农场，这里300多亩桑树
园郁郁葱葱。前来参加桑葚采摘游的游
客一拨接一拨，只见游客采摘的桑葚有
紫、红、白3种颜色。笔者也摘了几个品
尝，味微酸而甜。“我们的桑园不搞单一养
蚕或采摘游，而是在桑树上开发产品精深
加工。”场长方有根边介绍边摆出桑茶、桑
桃酥、桑葚酒、桑菜等让我们品尝。

桑海家庭农场地处开化县池淮镇寺
坞村，方有根相告，近年来，镇村为了让
种桑养蚕这个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大力
发展推广以桑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寺坞

村引进了“桂花蜜”、“大十”等多个新品
种的果桑，以吸引游客前来采摘。但桑
葚采摘游不但有季节性，还受天气影响，
村里以此作为致富产业收效甚微。

44 岁的方有根，是寺坞村土生土
长的人，曾在义乌从事外贸工作 10 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与加工以桑叶为
原料的减肥茶，供给一位外国客户，从
中获得灵感，开始发掘商机。2012 年，
方有根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回乡后筹备
桑树系列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并与浙江
省农科院合作，在桑树上“淘金”。

接着，方有根在当地信用社贷款12

万元，承包本村田地 300 多亩，精心栽
培桑苗，桑树长势喜人。在省农科院技
术人员的指导帮助下，探索实践桑产业
新的发展方向，成功地研发了用桑叶制
成的桑茶、桑叶菜、桑叶粉干、桑桃酥，
用桑葚制成的桑果干、桑葚酒、酵素、桑
葚粉，以及用桑树根和桑枝条发展黑木
耳、制成中药材等，让桑树身价倍增。
村里其他农户的 500 亩桑园也为方有
根的桑产品深加工提供原材料，带动连
片桑农增收致富。

为了更好地开发桑树系列产品深
精加工，桑海家庭农场对桑茶、桑葚酒

等深加工的 20 余种产品注册了“寺坞”
牌商标，并经过质量、卫生检验合格认
证，面向全国销售。同时，在省农科院
的支持帮助下，在包装上标注“浙江省
食品商业开发中心”，通过福建一家贸
易公司销往国外市场。

目前，桑海家庭农场已有 1000 多
公斤桑茶出口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
10 吨桑叶菜出口日本。加上其他国内
销售产品，2015 年实现总产值 200 多万
元。今年，方有根又贷款 52 万元，将向
更高层次的桑园开发深精加工迈进。

齐振松 江飞 汪榜团

这些天，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
谢家坞村的兰亭湖四季鲜果园里，12亩
连栋大棚正在紧张施工中。按照计划，
这里将全部种上火龙果。

“去年试种成功后，今年我们做了
大面积推广。”现场管理的果农宋国民
介绍说，全部种植需要设置桩头 1000
多个，还须配备喷灌、滴灌，工程可谓浩
大。

火龙果属于热带水果，在柯桥这样
的气候环境下种植，需要相当好的硬件
配套设施。为此，四季水果园仅连栋大
棚的投资就超过了100万元。

据介绍，按照火龙果的生长习性，
一般在 6 月底开花，7 月底 8 月初上市。
而从其他地方火龙果采收情况来看，一
直可以延续到次年的 1 月份。也就是
说，火龙果整个采收时间有5~6个月。

2013 年投资兴建的兰亭湖四季鲜
果园是兰亭镇发展生态采摘游的一块

“金字招牌”。“一开始，我们引进种植了
100 多亩山东冬枣，绍兴市民能在家门
口采摘到外地名优水果，让我们的采摘
游一炮打响。”宋国民说，尝到甜头后，
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果园建成汇集
各地名优水果的精品园。从 5 月份开
始，依次有樱桃、水蜜桃和枇杷、蓝莓、
梨、猕猴桃和冬枣等上市。同时，仅水
蜜桃就有宁波奉化水蜜桃和无锡阳山
水蜜桃等品种。

“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外地名优水
果品种，让市民可以选择的品种更多，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地水果特产。”宋
国民笑着说：“我们要提供给游客全新
的和高档次的采摘游享受。”除了在果
园种植上下工夫之外，今年，四季鲜果
园计划重点做好采摘果园游步道和基
础渠道等方面的建设，以满足和方便游
客的需求。

钟伟 许东海

一、日灼病与缩果病的症状区别

1.葡萄日灼病主要发生在受直射
光照射的果实、叶片或套袋的果实上，
一般在果穗肩部，像被热水烫伤后而
引起的软化褐变，或像被火燎伤一样，
在果皮表面出现浅褐色或暗红色斑
点，而后逐渐变大凹陷，其大小、形状
也不规则。

2.缩果病症状：果粒生长 30 天左
右，果粒表皮下的果肉上发生针尖大小
的褐色麻点，如不发展，不影响外观。
在硬核中、后期如麻点迅速发展扩大，
就形成病斑。病斑形状近圆、椭圆或长
园形，大小不等，病斑初时淡褐色，迅速
黑变，下陷，似手指压痕。此病的病斑
有坚硬感，病部下的果肉维管束发生木
栓化收缩，失水，木栓化部分在果肉内
形成空隙，皮下似有空洞感，但果粒一
般不脱落。揭开病部果皮，其局部果肉
婉如压伤病状，果实成熟后，病块果肉

硬度如初。病斑发生在果粒近果梗的
基部或果面的中上部，发生部位与阳光
直射无关，在叶幕下的背阴部位，果穗
背阴部及套袋果穗上均会发生，且分散
发生。

二、日灼病与缩果病的发生原因

1.日灼病的发生原因：日灼病一般
发生在葡萄生长的高温季节，从众多的
调查看，多发生在果实温度容易上升的
气候条件下。

经调查，套袋的葡萄果穗袋内温度
超过50℃、果肉温度超过40℃以上时，最
初果皮的温度上升，而后果肉的温度开
始上升，在巨蜂品种上的试验结果是果
实温度 35℃以上持续 3.5h，36～37℃持
续 2h，38.8～39℃持续 1.5h，40℃持续
1h，就会发生日灼病害。美人指品种气
温 32℃，果实直接受强光照射易产生日
灼。

日本学者中川提出，日灼病是由于
高温促使果实的异常呼吸，致细胞内乙
醛蓄积，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致使细胞的
褐变坏死。即不只是在直射光线条件
下发生日灼，高温是引起日灼病的根本
原因。

日灼病多发生在南方梅雨过后或
北方连阴雨过后的高温晴天天气。这
时幼果皮薄而嫩，对高温的抵抗性比较
弱。

2.缩果病的发生原因：缩果病一般
是在高温气候条件下发生，主要原因有
水分不足、乙烯等激素不平衡、钙素等
营养方面的缺乏等。

由于土壤持续过湿，根系活力低

下，叶片气孔的开闭机能钝化，这时遇
气温急剧升高，叶片蒸发的水分多于从
根中吸收的水分，这时叶片从果实中争
夺水分，因而造成缩果病。

三、日灼病与缩果病的防治对策

易发生日灼和气灼的品种：美人
指、红地球、新郁、新雅等欧亚种；醉金
香、红富士、鄞红、玉手指等欧美种。

防日灼病的方法有：利用叶幕遮
光，美人指、红地球、新郁、新雅等欧亚
种花序上留 2 个副梢 2~3 叶绝后摘心，
花序下留 1 叶绝后摘心，利用主梢或副
梢叶片能挡光，梢间距 18cm；玉手指小
叶品种稍间距为 15cm，花上留一副梢，
其余副梢抹除；醉金香大叶的为 25cm
左右，副梢不留；红富士、鄞红中叶的
为 18~20cm，顶副梢留 2 根，其余副梢
抹除。套袋果穗部位多留枝叶选择透
气性强的果袋推迟套袋时间，套袋时
防高温，避免雨后套袋；露地栽培果实
进入日灼期套白色纸袋能防止日灼。
遇持续高温天气，打开果袋底口，或对
套袋果穗进行“打伞”。 用纸袋或纸遮
果，使果穗不直接受光，进入硬核期及
时拿掉袋或纸。棚西侧围膜可用遮阳
网避免日灼，硬核期及时揭去遮阳网。

防缩果病的方法:
1.畦面修操作道和耕作层，保护好

根系。
2.壮根性措施。培养健壮、发达的

根系是确保水分吸收和传导的基础。
具体包括：改密植为稀植，集中土壤于
植株周围 4㎡内根系生长土层深度为
40~80cm；增施有机肥，严格控制氮肥；

种植绿肥改土，提高土壤通透性；防治
根结或腐线虫病、根腐病、根癌病、白羽
纹病等根系病虫害。

3.保证水分供应。套袋前后易发生
期，要保持充足的水分供应。水分供应
一般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土壤不能缺
水或积水。滴灌或微喷是最好的灌水
方法，如果大水漫灌，需在下午 6 时以
后，次日早上排出，避免中午灌或喷
水。第二，保持水分。地膜或草或秸秆
覆盖畦面的，都有利于土壤水分的保
持，减少或避免气灼病。枝蔓、穗轴、果
柄出现问题或病害，会影响水分的传
导，引起或加重气灼病的发生。尤其是
穗轴、果柄的霜霉、灰霉、白粉等病害，
及镰刀菌、链格孢为害，均影响水分传
导。所以新梢长至8~10叶、开花前后和
早中期果穗的病虫害防治非常重要。

4.地上部分枝叶和地下根系生长的
协调。根据品种叶子大小、架式，如 V
或“飞鸟”形叶幕的留新梢间距为15（小
叶）~25（大叶）cm，多余的尽早剪除。减
少地上部分的枝、叶、果的数量，保持地
上部和地下部分的协调生长，有效减少
和避免气灼病。

5.叶面补肥增强树体抗逆性。叶面
喷肥：硬核期前30天、20天、10天共喷3
次0.1%~0.15%硼砂或硼酸；硬核期的前
中期使用0.4%~0.5%硝酸钙或氨基酸钙
（利用率高，安全、有效）。

6.适当多留果穗。在疏果穗时，要
多预留10%～20%的果穗直到最终定果
再去掉。

7.注意防治根系病虫害，如线虫病、
根瘤蚜、根腐病、根癌病等。

吴江

桑叶制茶，桑果酿酒，桑枝做药……

开化桑树深加工产品畅销海内外

雨水偏多 冷热反常

注意防治葡萄日灼病和缩果病

日前在温岭市宏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粮
食烘干库里，合作社负责人朱国聪（手拿箬帽者）正
与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前右二）交流无人
农业植保机使用情况。

随着农业生产全面展开，今年该合作社准备了
无人喷洒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大型烘干机、联合
收割机、秸秆打捆机等240台（套）农业机械，为周边
2000 多农户提供全程农业机械化服务，实现农业

“机器换人”。
刘振清 摄

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长兴县荣耀鹅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郎德
鹅养殖、加工、经营的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公司拥有行业最先进的养殖车间，
具有标准化加工车间及650吨的冷冻、冷藏库，已形成年加工鹅制品1700吨的
能力。公司先后承担了“郎德鹅快速育肥法及其鹅肝深加工技术的研究”等科
技项目，并被农业部命名为国家现代化水禽产业体系长兴示范基地，公司产品
荣获2015年浙江省农博会优质产品金奖。

本报记者 锡小平 摄

农业机器换人 全程机械服务

以服务“三农”为办报宗旨的《农业科技报》，自
2001 年创办以来，不断探索、拓展服务“三农”的新
路径、新领域，通过创新科技服务形式，丰富科技服
务载体，探索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科技媒体推
广”十大服务平台，全方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显著。

打造精品报纸 ，服务农村读者。报纸始终秉承
服务“三农”的办报宗旨，以形式多样的精品专栏、专
题、专版、专刊普及宣传农业科技信息，做足做精报
纸版面文章，竭力服务“三农”。

编印致富图书，传播农科知识。先后编辑出版
了《21世纪农民致富宝典》、《致富金点子》、《农民致
富实用技术》等 20 余种农业科技类系列图书，免费
或优惠发放读者总量达20多万册，成为报社科技服
务“三农”又一重要形式。

三农呼叫平台，专家在线释疑。“三农”呼叫服务
平台是由报社搭建的集科技推广、农技咨询、信息服
务与网络视频诊断为一体的公益性农技推广咨询服
务平台。自开通以来，先后有辽宁、河北、陕西、河
南、山东等地的1000多人次就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向专家进行了咨询。

报网联动服务“三农”。2012 年，报社创建了
“中国农科新闻网”网络服务平台，与报纸联动服务
读者。同时，还先后开发创建了数字报、客户端、官
方微博、微信、网络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在快速传递
科技信息、增强科技服务效果等方面日益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开展科技下乡，助力农民增收。从2002年上半
年开始，报社就组建了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内
多家农业院校的 60 多名专家教授参与的“《农业科
技报》专家服务团”。多年来，报社先后在河南、陕
西、甘肃、山西等地开展大型“送科技下乡‘心连心’”
活动120多场，参与群众逾百万人次。

创建科技示范推广基地、“三农”服务中心，发挥
示范效应。2005 年，报社先后在全国多地创建《农
业科技报》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推
广基地 40 多个，基地面积达 5.5 万多亩，涉及农户
5000多户，为农民增收6500多万元。从2013年7月
开始，报社还陆续在各地建立《农业科技报》“三农”
服务中心网点480多个。

培育职业农民，推广农业科技。2014年8月，杨
凌职业农民培训农业科技报社分中心挂牌成立，先
后组织举办职业农民职称培训和科技讲座90多场，
培训人数达2万余人。

举办科技论坛，服务企业农户。举办首届“农资
渠道掌控力提升培训会”、“中国肥料市场高峰研讨
会”等 20 多场论坛、研讨和培训活动，连续举办了 8
届“中国杨凌农高会《农业科技报》农资一条街”活
动。这些为农服务活动，受到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涉农企业等高端读者和客户的好评。

农业科技报创新媒体推广模式

构建十大平台 服务现代农业

目前葡农通过农民信箱、微信、
彩信发来“坏果”照片，损失率20%
以上，纷纷咨询是何病及防治措
施。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杭州试
验站通过实地调查后提醒广大葡萄
种植户，今年气温高低不稳定、雨水
偏多且连续降雨，出梅后气温一高
阳光猛烈，欧亚种如红地球、美人
指、新郁、红宝石无核，欧美种如红
富士、鄞红、藤稔、醉金香等品种易
发生日灼病和缩果病，因此要提早
做好防护准备，以减少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