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A5 2016年9月30日科技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锡小平锡小平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陈鸿昊陈鸿昊 电话电话::05710571--2897892228978922 E-mail:xxpingE-mail:xxping411411@@163163.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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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化县玉清家庭农场地处开化县苏庄镇富户村
鲁畈，去年1月，业主王水清从当地信用社贷款23万
元，加上自筹资金共投资30多万元，流转土地20亩，建
起蔬菜大棚21个，全部采用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茄
子、辣椒、西红柿等10多个品种蔬菜，同时引进附近山
边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水浇灌蔬菜。由于蔬菜品质好，
仅在本镇销售就供不应求。目前，已有3万余公斤蔬
菜产出，收入10多万元。

图为王水清（左）在茄子大棚向信用社客户经
理介绍蔬菜种植情况。

齐振松 江飞

质优蔬菜不愁“嫁”

温岭乌龙岙村：特色箬包梨走俏市场
9月16日，在温岭市城东街道乌龙岙村连片的梨园里，村

民们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箬包梨，让市民有望在近期品尝到
这一优质果梨。

乌龙岙村的箬包梨曾因箬叶包梨而得名，至今已有数百
年的历史，因其果实硕大，又略带酸涩的独特口感，深受人们
喜爱，是温岭的传统特色水果。箬包梨现今采用纸袋包扎，
但依然名声远扬。

当天，笔者一走进乌龙岙村，300多亩沿山而栽的梨园就跃
入眼帘。梨树树龄大多有50多年，有的树龄甚至达到200多年。

刚采收的果梨，大多是重量在0.5公斤以上的优质梨，小
一点的梨还挂在树上，估计还要十多天就可采收。这里的优
质箬包梨每个15元以上，市场非常走俏。正在采收的梨农林
武勇高兴地说。

近几年来，为了让历史悠久、风味独特的乌龙岙箬包梨
焕发青春，乌龙岙村通过组建合作社、举办梨花节等方式打
响箬包梨品牌。眼下乌龙岙村的优质果梨以每公斤 30元的
价格走俏市场，预计近万公斤箬包梨，可为果农带来 20多万
元的收入。 林绍禹

这些天，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香榧
全面开摘，与去年相比，今年是香榧大
年，青果产量预计可达到 200万公斤，
收购价在每公斤 30元左右，同比略有
下降。

“一遇到大年，又受大气候影响，
青果收购价小幅下跌很正常，从另一
面来说，可让香榧价格更加趋于平民
化。”不少榧农表示，虽然香榧价格下
跌，但因为政府重视，让他们对发展前
景依然充满期待，成为今年香榧产业
中的一股“暖流”。

据了解，柯桥区拥有“中国香榧之
乡”称号，主产区就在稽东镇，该镇香

榧林面积已达 5万余亩，榧农 3400余
户，常年干果产量约55万公斤，销售额
突破亿元。2013年，绍兴会稽山古香
榧群被列入“非遗”，稽东镇古香榧群
是会稽山古香榧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稽东香榧”由此声名鹊起，并成功培
育了“山娃子”、“越州”等浙江省著名
商标。

近年来，绍兴市不断加大对香榧
产业的扶持力度。前不久，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推进香榧产业传承发展的
意见》，明确到 2020年，全市香榧特色
基地面积将稳定在 35万亩左右，育苗
面积达到1.2万亩以上，香榧年产量达

到3500吨以上，年行业总产值达15亿
元以上，分别比“十二五”期末增长
18%、9%、44%和45%。

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当地政
府列出了十方面工作举措，包括加强
会稽山古香榧群保护、推进产品精深
加工、加快香榧苗木发展、开发香榧休
闲旅游、加快产业转型、加强产品宣传
营销、传承香榧文化、让香榧走进千家
万户、强化政策扶持以及加强组织保
障。

柯桥区在扶持香榧产业发展上也
下足了功夫，包括通过推广省木本油
料项目，争取到数百万元扶持资金，用

于助推香榧产业发展。同时，10多年
前被人抢注的干果类别“稽东”商标也
回到稽东，这为进一步打响“稽东香
榧”品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稽东香榧开摘，一方面我们
计划通过‘香榧+旅游’的活动为香榧
吆喝；另一方面将通过香榧现场炒制
等方式，提高香榧知名度。”柯桥区农
林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借力“香榧
十条”，推进香榧产品精深加工，拉长
香榧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加强
保护的基础上，促进香榧休闲旅游，通
过打造香榧全产业链，促进榧农增收。

钟伟 许东海

推出“香榧十条” 注重传承发展

“非遗”珍果稽东香榧走向平民化 宁大成功培育
滩涂贝类优质饵料微藻

泥蚶、毛蚶、缢蛏、青蛤养殖户有福了。日前，笔者从宁波
市滩涂贝类优质饵料微藻新种株发布会上获悉，经过十余年的
努力，宁波大学成功研制出一种新的滩涂贝类饵料微藻。这是
我国贝类育苗产业30多年来首次推出饵料微藻新种株。

海洋滩涂贝类养殖业是我国东南沿海海水养殖的支柱特
色产业。目前，宁波地区的泥蚶、毛蚶、缢蛏、青蛤等滩涂贝类
养殖面积约20万亩，年产量为16万吨，占宁波海水养殖总产
量的一半以上，产值超 30亿元，是宁波沿海渔民重要的经济
来源和致富行业。

据介绍，由宁波大学研究员严小军领衔的藻类技术研发
团队，对新的饵料微藻进行了实际生产性应用试验。试验表
明，采用这种新研制的微藻种株，贝类养殖生产稳定性大幅增
强，产值同比增长20％以上，最高的增长50％左右。

谢良宏 谢路漫

笔者日前从湖州农科院获悉，由该院承担，湖州市吴兴
区农林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苏州大学、江苏大学参与开发的

“桑园病虫害抗性监测体系建设与可持续控制技术研究”项
目，通过研究、筛选适合桑园害虫防治的高效、低毒、低残留
新型农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获得了浙江省农业厅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研究了桑园害虫对有机磷农药抗
性机理:首次克隆了4个野桑蚕的羧酸酯酶基因；确认了酯酶
与野桑蚕农药抗性的关系；建立了基于酯酶特性的桑园害虫
抗药性的快速检测法（授权专利号：ZL200710190620.6）；建立
了桑园害虫抗性监测体系和湖州地区桑螟、野蚕等主要害虫
对农药抗性的数据库，为桑园害虫抗性研究提供了支撑；根
据桑园害虫的发生规律及抗性特点，筛选了适合于在桑园推
广应用的低毒安全微胶囊悬浮剂农药产品。结合养蚕布局
调整、小包装新农药推广和生态防控等综合防治技术，明显
延缓了害虫抗性发展，减少了桑园农药使用量。研究成果已
在湖州主要蚕区得到推广应用。

赵新荣 施国方

湖州一项目
获省农业厅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上虞推进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
近段时间来，绍兴市上虞区道墟

镇沿曹娥江岸，每 200米就有一名巡
查人员对田间劳作的农户进行宣传，
一旦发现焚烧点，快速扑灭。东关街
道则派出两位人员，登上街道最高建
筑楼顶，俯看有没有秸秆焚烧点。而
小越镇和道墟镇，则派人登上辖区最
高山峰瞭望，一经发现有焚烧点，立即
通知就近巡查人员进行扑灭。

每年夏季麦收结束后到播种前，
都是秸秆集中焚烧高发期。如何破解
秸秆焚烧对大气造成的破坏？今年 4

月，上虞区出台全面实施秸秆禁烧工
作、加速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加大政策
扶持等意见，落实了禁烧责任，构建
区、镇、村联动网格化巡查机制及队
伍，以与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
签订协议等方式建立禁止秸秆露天焚
烧告知和承诺制度，将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责任落实到村、到田头地块、到
生产主体。上虞区共成立秸秆禁烧镇
级队伍 21支共 77人，村级队伍 309支
共602人，签订禁烧承诺书2200份。

秸秆禁烧，上虞区积极采取堵疏

结合，“两条腿走路”，促进秸秆综合利
用。上虞区今年财政安排 2300 万元
专项资金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重点扶持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秸
秆收储体系建设、秸秆中小规模综合
利用项目。对购买 50马力以上拖拉
机或秸秆粉碎机、捡拾打捆机等农机
具的，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的基础上，
再给予累加补贴至购机金额的50%和
80%；对秸秆利用企业购置或者改造
相关设备、收购处置的，给予设备投入
金额 50%的奖励和一定的政策支持。

还对乡镇的收集网点建设和秸秆收储
进行补助等。

该区农林部门积极与乡镇（街道）
及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对接，多次
召开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会、推进会、培
训会，开展巡回上门技术指导等，推进
秸秆粉碎还田和肥料化、能源化、饲料
化、基料化、原料化等多种方式综合利
用。

目前全区共建设秸秆收储网点32
个，秸秆综合利用企业8个。

陈晓潮 李志清

舟山“万能饵料”海蜈蚣养殖火了
海蜈蚣是舟山人对沙蚕的俗称。

在舟山市朱家尖岛，一个占地 30亩的
沙蚕繁育养殖基地，正借助舟山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发展起来。

目前，朱家尖蓝海水产养殖合作
社沙蚕养殖基地已建成养殖池、育苗
池、冷库等健全的服务配套设施。一
箱箱养殖沙蚕活体在经过清洗包装
后，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沙蚕，优质的养虾饲料

沙蚕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万能饵
料，是鱼、虾、蟹等水产经济动物的优
质饵料和常用钓饵。

前不久，笔者跟随该合作社总经
理陈军走进了沙蚕养殖基地。 30亩
养殖基地被水泥围栏分割成一块块
24×6米的养殖塘。

当时，工人们穿着长袖，戴着草

帽，弓着背在抽干海水的泥涂里翻找
着沙蚕。

这些泥涂并不深，工人只要在泥
涂里随手一翻，就能看到许多约 10厘
米长像蚯蚓一样的沙蚕在泥涂里蠕
动。工人小心地把沙蚕从泥涂里一点
一点揪出来，放到了一旁的塑料桶里。

经过清洗、称重、冷冻、包装后，
这些沙蚕将被运往六横的养虾厂，成
为养殖虾的高蛋白饲料。“目前，我们
这边养殖的沙蚕基本是销往国内的，
特别是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主要
是用于海钓和养殖。”陈军说，根据市
场需求的不同，每公斤能卖到 52~80
元。

从育苗到繁育，一步步摸索

在陈军看来，在朱家尖进行沙蚕
养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舟山的水质

和气候都很适合沙蚕的生长。但如
何繁育培养幼苗不仅涉及人工孵化
育苗技术，还对繁育程序中的温控、
海水盐度、纯净度、水质有着很严格
的要求。

笔者看到，技术人员不断地往育
苗池内充氧。技术人员拿起一个玻璃
杯盛起育苗池里的水，乍一看是杯普
通的海水，但在阳光下却能清楚地看
到一粒粒像雪碧气泡那么大的沙蚕
卵。把这些几乎看不到的虫卵培育成
10厘米以上的成虫，花费了陈军的不
少心血。

“现在养殖基地的淤泥都是我们
从干净的河道里挖上来的，水都是海
水经过沉淀后灌溉到养殖塘里的。”陈
军说，养殖过程中，他也曾碰到一些难
题，但靠着自己一步步的摸索，最终找
到了合适的养殖模式。

今后将对接本地海钓业

目前，该合作社的沙蚕养殖基地
已全部建成，并列入 2015年省级海洋
与渔业专项资金唯一立项的特色养殖
项目，于去年 6月开工建设，如今已形
成 30亩规模，分为养殖区、育苗区及

“三室一库”三块区域。
“政府的支持也让我们在养殖中

更有了信心。”陈军说，近几年，沙蚕作
为一种“万能饵料”，越来越受海钓者
的喜爱，市场需求也在逐年扩大。之
前，舟山海钓不发达；如今，舟山海钓
在蓬勃发展，舟山本地对沙蚕的需求
量也在逐年递增。

今后，陈军还将对接本地海钓业，
开发小包装钓饵等产品，进一步推动特
色养殖产业向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黄银凤 任夏玲

为深入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推动农村互联
网创业创新局面的进一步形成，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
100个“互联网+”现代农业优秀实践案例和100项新农民创业
创新成果。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的“互联网+”绿色生态智慧
养猪模式入选农业部“互联网+”现代农业优秀实践案例。

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按照“互联网+”思维，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力，投资200多万元，在生态牧场内兴建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智能化管理系统、自动化操作系统和远程监护系
统，为其生态牧场的智能化综合监控、智能化生产管控、产品
安全追溯管理等提供服务平台。该项目综合运用物联网技
术、智能监控技术、云计算技术、射频识别（RFID）技术和移动
互联技术，建立了国内领先技术水平的现代化智慧牧场。该
系统可以作为数据采集器，采集湿度、温度、气体含量等实时
数据；可以作为视频监视器，全程检测养殖场内生猪活动动
态；也可以作为数据统计器，产仔、断奶、出售等情况一目了
然，实时更新。华腾牧业智慧畜牧管理模式建立了生产大数
据，减少了人工误差，真正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成
为现代农业实践的典型案例。

华腾模式成功入选
农业部现代农业优秀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