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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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发布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2015年综合得分较上年增加3.19分，完成既定目标

本报讯 浙江省农业厅近日会同
14个相关部门，连续第三年发布全省、
各设区市和各县（市、区）农业现代化
建设进程和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对三大系统 11 个子系统共
26 项评价指标的汇总分析结果，2015
年全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为 80.79 分，比 2014 年增加 3.19 分，比
2013年首次评价增加7.57分。对照预
先设定的 2010 年基准值（60 分）和
2015 年目标值（80 分），全省农业现代
化发展已达到2015年既定目标。

据悉，从发展速度看，全省农业现
代化总体呈稳步提升态势。自2013年
开展评价工作以来，全省农业现代化
建设水平已连续三年实现稳步提升，
年际间综合得分增量平均为 3.79 分，
平均增速为 5.05%。2015 年，11 个设

区市和 82 个县（市、区）综合评价得分
较上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从发展质量看，全省农业产出、要素
投入、可持续发展三大系统全面提升。
2015年全省农业产出水平综合得分22.41
分，比2014年增加1.27分，增长5.99%，是
三大评价系统中年际增幅最快的；2015年
农业要素投入水平综合得分40.9分，比上
年增加1.67分，增长4.25%，是三大评价
系统中得分增加最多的。2015年，农业可
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17.47分，比上年
增加0.26分，增长1.53%，是三大评价系
统中目标实现程度最高的。

虽然从 11 个设区市评价结果来
看，2013 年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超过
80 分的只有 2 个市，2014 年有 5 个市，
2015 年增加到 6 个市，但区域之间发
展不均衡十分明显。

综合得分最高的湖州市与最低的
丽水市两者相差15.88分，连续三年进
入前三位的为湖州市和宁波市，而衢
州市、温州市和丽水市则连续三年位
列后三位；82 个县（市、区）中，排名第
一的德清县与排名末位的洞头县综合
得分差距达到25.43分，综合得分低于
75分的有28个，低于70分的有12个。

2015 年，全省农副产品加工产值
为3499.22亿元，仍有3个市和42个县
（市、区）未达到2010年基础值，以休闲
观光农业为主要业态的新型农业虽有
较快发展，2015 年产值达到 227 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 55%，但存在功能单
一、层次低、规模小等问题。从整体上
看，全省农业产业化水平离目标的差
距还很大，农业和二三产业关联不够，
融合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

接下里，全省各级农业及相关部
门将针对本次评价中出现的问题、短
板，以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和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建设为主要
载体，特别针对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
低这一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短
板推出一系列举措，加快农业“机器换
人”，发展“互联网＋”农业，推进信息
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

2015 年的评价中淳安等 26 县继
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针对这些后发
优势明显的地区，将打造生态循环农
业先行区和绿色农产品主产区，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观，优先
扶持绿色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本报记者 孟佳韵 通讯员 高晓晓

两个多月的春茶生产已告结束，普遍步入了夏秋茶生
产。夏秋茶产量超过春茶产量，占全年的55%左右，如正常年
景的2010年，新昌夏秋茶达5.13万担，占全年的60%，系近15
年来之最，但产值还不到全年总产值的 40%，一般占 35%~
38%。夏秋茶与春茶相比，品质相差悬殊，春季名优茶香高味
醇鲜爽，芽叶肥壮，色泽嫩绿油润，口感好，而夏秋茶，苦涩味
重，香气淡薄，芽叶细小，身骨较轻，干茶色泽缺乏油润，品质
低下。

春季生产的名优绿茶，为什么品质远远优于夏秋茶？茶
园经秋季施足基肥，土壤得到养分补充，为茶树提供了充足的
营养，为越冬后充实饱满分化充分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早
春气候生态优越，阳光柔和，气温回升平稳，一般春雨较多，空
气湿度高又多云雾，十分适宜新梢生长，氮素代谢水平高，营
养生长旺盛，促使芽叶肥壮、柔嫩，氨基酸等有利茶叶品质的
有效成分含量高，为生产名优茶叶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秋茶为什么苦涩且品质较差？立夏尤以小满过后，气
温渐高，很快进入高温酷热，日照长而强，干旱少雨湿度低，这
对茶树新梢生长极为不利。且茶树经过春茶采摘，体内养分
消耗大，严重影响新梢生长，使芽叶细小，叶质硬薄，嫩度下
降，芽叶中有利品质提高的物质如氨基酸与氮化物含量下降，
而影响品质造成绿茶苦涩的茶多酚、花青素含量增加，导致香
气与茶味鲜爽度下降，茶叶品质明显降低。

如何提高夏秋茶的品质？多年来新昌与各地都在采取各
种措施，积累了不少提高夏秋茶品质的经验，较为行之有效的
有以下几条：

加强茶园肥培管理。春茶后增施以复合肥为主的夏茶催
芽肥与喷施叶面肥，及时补充养分，并及时进行修剪，促使夏
茶茶叶肥壮，增加芽叶内有利改善品质的内含物，既能使夏茶
产量提高，又能提高茶叶品质。同时做好茶园病虫害防治，也
是确保产量提高的一个关键措施。

采用遮阳方法，有利提高芽叶中叶绿素和氨基酸的含量，
减少茶多酚的含量，提高夏茶品质。

适时喷灌，改善小气候条件，特别在高温干旱时，喷灌效
果更佳。上世纪80年代时，新昌全县500多个大队茶场，拥有
700 多台喷洒机，遇到高温干旱时，立即进行喷灌，既可提高
产量，又可改善茶叶品质，效果显著。

提高采制工艺水平，按标准及时嫩采，既可保证质量提
高，又可降低苦涩味。在加工时适当提高摊青程度，延长轻萎
凋时间。在摊青过程中，使多酚类物质下降，而游离氨基酸含
量增加，从而降低苦涩味，提高香气，改善茶汤滋味。在杀青
时适当提高锅温与加快杀青叶散热速度，既能降低苦涩味，又
能使茶叶品质显著提高。

近年来新昌县部分茶场与收青制干的茶厂，用夏秋茶加
工红茶，质量不错，效益远比生产龙井茶好得多，其经验正在
不断推广。

新昌夏秋茶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的空间较大。但部分茶
区由于成本高、茶价低，不采夏秋茶的到处可见。如果每公斤
平均价提高20元的话，正常年景新昌夏秋茶产量有5万担，仅
此一项，一年就可增加 5000 万元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夏秋
茶品质是一项值得重视与研究的课题，广大茶农应群策群力，
研究对策与有效措施，想必开发利用夏秋茶的前景一定会更
好。

本报记者孙常云通讯员凌光汉陈小媛

除了每月寄送新鲜铁皮石斛，还附送榨汁机、蜂蜜等。这
些天，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长岭村的龙之须农场种植的有机
铁皮石斛上市，他们的销售方法，让很多市民倍感新鲜。

“从种苗的种植到采收，我们采取的是有机种植。”农场负
责人钱月标介绍说，由于不使用任何农药，他们的铁皮石斛生
长较为缓慢，数量也不多，但产品质量却是上乘。像当前天气
多雨湿润，极易滋生蜗牛等害虫，如不及时清除，铁皮石斛便
会“颗粒无收”。“龙之须”通过菜叶诱捕以及撒石灰的办法，将
蜗牛捉干净。办法虽然老土，也费时费工，却能保证铁皮石斛
的有机品质。“无论是种植环境，还是种植方式，我们的铁皮石
斛都绿色无污染。”钱月标说。

今年 3 月初，“龙之须”实施了“互联网+”的优势，推出了
会员制销售模式。客户通过注册会员，每年交费1万元，全年
12个月每月可以收到农场邮寄的0.5公斤铁皮鲜条。钱月标
说，每个会员还可以免费得到一台榨汁机和一瓶蜂蜜，铁皮石
斛开花的时候还可以免费得到价值 2000 元的干花以及农场
里种植的一些农产品。

据介绍，通过榨汁机打成浆之后，新鲜的铁皮石斛吃起来
比较方便，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在现场，钱月标把两三条
铁皮鲜条和一杯水以及一勺蜂蜜混合后，通过榨汁机打成浆，
一杯健康的饮品便瞬间出炉，尝一口，不但口感好，还有新鲜
的青草香味。

“目前，我们已专门开辟了一块区域，用来种植出汁率较
高、残渣较少，直接可以食用的‘圣兰8号’铁皮石斛新品种。”
钱月标说，目前，铁皮石斛榨汁的方式已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
睐。

钟伟 许东海

在开化县池淮镇黄庄村大山深
处，有位 40 岁的农家女投身养蛇业。
日前，笔者来到这家拥有 500 多条毒
蛇的养殖场，见到主人朱伟芳，她中等
身材，真不可想象她竟然浑身是胆！

2010 年，朱伟芳在宁波一家企业
打工。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中央 2
台“生财有道”栏目介绍养蛇致富的故
事。心想，自己打工收入偏低，也不长
久，回家乡创富才是好路子。

开始丈夫不理解，“哪有女人家养
蛇的”？但她凭一股闯劲，想到就做，
说服丈夫。2011年，朱伟芳返回家乡，

按电视上的联系方式，赶到湖州学习
眼镜蛇养殖技术。回来后，她建成养
蛇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支持下，首期
投入10万元，购进500多条种蛇，走上
养蛇路。她像照顾孩子似的，每天给
蛇喂食、打扫卫生等。眼镜蛇对温度
很敏感，往往会被冻死。为让蛇适应
温度，她在铁桶内倒上木屑点燃加
温。结果这种做法失败了，500多条种
蛇死的死，跑的跑，投资打了水漂。

朱伟芳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次
千里迢迢前往广西玉林眼镜蛇养殖场
学习，通过一个月学习，养殖技术不断

提高。接着又投资近 8 万元，建立起
了保暖恒温设施，每间蛇舍墙壁四周
用泡沫塑料保温，让室内温度保持在
28℃，并加湿。

笔者随朱伟芳来到养蛇场，当她打
开铁皮门，一股腥味扑鼻来。朱伟芳跨
进蛇舍掀开被子，藏在木板上的一条条
大王蛇急速蠕动起来，四处乱窜。她随
手抓起一条大王蛇在手上绕来绕去，目
光温柔平静。她淡定地说，抓蛇要有技
巧，尽量让蛇不感到威胁。

养蛇被咬是常事，在朱伟芳的手
上有好几道伤疤。一次，在给一条较

大眼镜蛇喂食时，这条蛇突然发怒朝
她中指咬了一口。她马上用清水清洗
伤口的残留毒液，将毒血挤出，以减少
毒素扩散，然后服用了自备的抗蛇毒
解药才安然无恙。

至今，朱伟芳已有 1200 条毒蛇销
往宁波、衢州等地，收入 40 余万元。
目前还拥有存栏眼镜蛇、大王蛇等500
多条。朱伟芳对养蛇充满信心。她
说，下一步将继续向信用社贷款，进一
步扩大养殖场，年底前实现养殖 1000
余条毒蛇的规模。

齐振松 范焕

在蓝莓市场上，高山蓝莓一直深
受大家喜爱，因为它得天地之精华，
味道酸甜可口，高山独有的山野气候
会顺着你舌尖上的味蕾直入心肺。
在余姚市大岚镇大岚村的屹诚花果
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就生长着近百
亩的高山蓝莓，这是浙东四明山上唯
一的高山蓝莓采摘基地。

这几天，基地的主人邵光省与工
作人员正忙着采摘蓝莓。为了保证
蓝莓的品质，他坚持在蓝莓的生长过
程中不施用任何的农药或化肥。园
子里长草了，他就和工人们一起采取
人工除草的方式，肥料用的也是农家
有机肥。虽然这么做会使蓝莓的种
植成本增加，但却真正保证了高山蓝
莓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佳的优点。

在如此用心的培育下，今年基地
内的蓝莓长势喜人，蓝莓采摘已经开
始，采摘时间可持续至 8 月。

要想在高山上种出蓝莓，绝非易
事。几年前，邵光省在一次与宁波农
业局技术人员的交谈中，得知蓝莓的

市场前景非常好，他便毅然决定回家
乡创业。但是蓝莓对生长的土壤要
求非常高，邵光省前期就对家乡周围
各个地方土壤的 PH 值进行了取样、
检测，终于发现在大岚村荷花芯这个
地方的土壤 PH 值适合蓝莓种植，再
加上大岚属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较
大，比较适合蓝莓的结果与生长。过
后邵光省就在荷花芯承包了近百亩
的山坡地，垦山育苗，经过 6 年多的精
心培育，才逐渐形成了目前的基地规
模。

高山蓝莓由于在山地上栽培，土
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疏松，
不施用农药，为优质蓝莓生产提供了
极佳的土壤环境。再加上四明山上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得高山蓝莓
比其他平原和耕地栽培的蓝莓更富
有营养，口感也更好，今年自开摘以
来，客户络绎不断。

目前，基地内的蓝莓价格在每公
斤 140 元左右，基本与平原地区持
平。而且基地内的蓝莓品种也分早、

中、晚等多个品种，可以满足不同游
客的采摘需求。

如果你想品尝高山蓝莓的味道，
顺便去呼吸一下四明山上清新的空
气，不妨来大岚的屹诚花果专业合作

社的基地内体验一把蓝莓采摘的乐趣
吧。

图为邵光省在观察蓝莓长势。
谢良宏 沈银燕

如何提高夏秋茶品质
新昌经验可供借鉴

精品铁皮石斛和农产品打包全年供应

龙之须农场“会员制”销售有新意

失败不气馁 四处学技术

打工妹回乡创业养毒蛇终获成功

施农家有机肥 坚持人工除草

邵光省在四明山种出“高品质蓝莓”

笔者从年度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
息发布会上获悉，“杨凌农科”品牌作
为陕西唯一入选的区域品牌，位列全
国区域品牌第二名，总价值达661.9亿
元。这是现代农业概念在国家品牌价
值评价中的一次华丽“首秀”。

据了解，2015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
价主要面向我国具有产业优势、占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品牌建设

基础较好、品牌评价条件成熟的相关
行业。评价范围包括企业品牌、产品
品牌、区域品牌和自主创新品牌四种
类型。本届品牌评价全面涵盖农业、
制造业、服务业，品牌评价的种类，也
首次正式扩展到企业品牌、产品品牌、
区域品牌和自主创新品牌。

陕西杨凌示范区自成立以来，致力
于从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到示范推广的

全产业链一条龙服务体系的探索，形成
了“一个理念，三大品牌”，即以“杨凌农
科”为核心的品牌创建理念，以农业科
技转化为重点，总结大学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模式经验，发挥试验示范站科技推
广基地作用，把先进技术通过实施标准
化直接输送到田间地头的示范推广模
式品牌；通过“六大中心”标准化建设，
逐步形成品种、技术标准、培训、认证、

检测全产业链的杨凌现代农业社会化
服务模式品牌；形成以农产品溯源系统
为核心，以认证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支
撑，以检测为保障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
模式品牌。最终，以“成果转化标准化、
技术标准体系化、示范带动产业化、推
广服务品牌化”为建设思路的“杨凌农
科”品牌脱颖而出，在61个区域品牌中
获价值评价第二名。 凌科

“杨凌农科”品牌价值达661.9亿元
位列全国区域品牌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