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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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协办）

几个月前，在玉环县龙溪镇，45岁的
曾正林开始践行自己别出心裁的创业想
法——用中药养鸡。他用枸杞、党参、当
归等中药材配合黑豆喂养土鸡，并无微
不至地照顾它们的生活起居。绿色天然
中药材，配合健康的喂养理念，助他养出
土鸡中的“战斗机”。

沿着乡间小道而上，穿过一片树
林，便到了曾正林的养殖场。几道隔离
网将红绿相缀的枸杞林团团包围，林间
土鸡或在悠闲踱步，或在争相啄食。

在养鸡之前，曾正林从事药材种植
已有 3年，在龙溪水库附近的山地里种
了20多亩药材。今年上半年，朋友不经
意的一句话，让他萌生了创业灵感。

“我有一个朋友去宁夏的时候，碰
到有人在用枸杞喂鸡，养出的鸡营养价
值很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我做中药
材多年，对这一领域也比较了解，听他
这么一提就来了兴趣。”曾正林说。

说干就干。曾正林一边研究适合
鸡食用的中药材，一边开始张罗养殖场
地。一番准备后，他将原先种药材的山
林中的一间矮屋改造成了鸡舍，并在鸡
舍前腾出一块田地，种上枸杞，供鸡日
常活动。同时，他在鸡舍周围 5亩范围

内，也种上了近 3000株枸杞树，一眼望
去十分壮观。

今年7月，曾正林购入300只（每只
重 0.5 公斤以上）中型鸡，正式开始了

“中药枸杞鸡”的养殖。为了中型鸡养
出高品质的鸡，他还特地找到了在玉环
当地拥有10多年养鸡经验的陈师傅，住
在山上全权负责照料鸡的日常起居。

“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 20多万
元了。”曾正林说。

踏进鸡舍，地面十分整洁，还撒着
一片片玫瑰花。细细一闻，并没有普通
鸡舍里常有的臭味，这让人有些意外。

曾正林介绍道：“一日三餐，主食是
玉米和稻谷。这山林间种满了枸杞，只
要它们饿了，跳起来就吃上枸杞。再配
合黑豆、中药渣、西瓜、包菜、黄豆、蚯蚓
等食物，有时我都觉得它们吃得比人还
有营养。”

“先从中药材说起，首先枸杞药用
价值很高，浑身上下都是宝，春可食叶，
夏可食花，秋可食果实，冬可食根皮，具
有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等效
果。我们从医院药房回收来的中药渣
以及中药材磨成的粉，鸡食用后也有滋
补作用。另外，夏天特别热，我们就煮

点金银花茶给它们喝，也能起到清热解
毒的效果。”

对话间隙，吃饱饭的土鸡们活跃地
在林间飞来走去，甚至有几只鸡横跨山
林，从一侧的山上腾空飞起，到对面的
林子里落脚，其间距足足有二三十米。
曾正林说，吃中药材长大的鸡，身体都
很健壮，所以几乎没有生过病。

除了保证鸡的饮食健康，曾正林还
费尽心思考虑它们的感受。“黑豆的蛋
白质含量很高，还有补肾功效，但当我
一开始给鸡吃的时候，因为味道有点
腥，它们都不吃。于是我就想到先放锅
里炒一炒，再喂的时候许多鸡都愿意吃
了。为了让所有鸡都能吸收蛋白质，我
又买了个机器，把黑豆磨成粉，它们就
都喜欢吃了。”曾正林说，自己在鸡舍地
上撒上玫瑰花，也是同样的用意——为
鸡营造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让它们
保持好的情绪和状态，才能有更健康的
身体，下更健康营养的蛋。”

3个月以来，看着土鸡一天天健康
长大，曾正林欣慰又期待。

“近几天，日产蛋已增加到20来个，
由于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准确的产蛋率
也要等这一批鸡完全长大，下蛋稳定后

才能统计。”曾正林说，虽然鸡还未完全
长大，但是“中药枸杞鸡”的名声却已传
开，现在每天都有人找他预订鸡蛋。

“一听说是吃中药长大的鸡，大家
纷纷想来买。送了几个朋友尝过后，都
说吃起来更细腻、蛋黄也香，渐渐地，很
多不认识的人也找上门，预订队伍已经
排得很长，估计11月底能够供货上市。”
曾正林说，也有人想直接找他买“中药
枸杞鸡”来补身体，却被他拒绝了，“养
一只鸡的成本很高，从小鸡养到可以稳
定下蛋至少要150元，再算上其他费用，
价格更高，目前还不打算卖。”

眼看着自家鸡蛋备受欢迎，曾正林
逐渐意识到，当初自己决定干这一行的
选择是明智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
逐渐提高，也在追求更加健康精致的食
品，显然，‘中药枸杞鸡’的独一无二，决
定了它的市场价值。”曾正林说。

谈起未来，曾正林设想着以“中药
枸杞鸡”为起点，发展产业链。“我想不
断扩大规模，在养更多鸡的同时，健全
周边配套的药材林、果蔬园、花圃、鱼
塘，形成一个有机循环的生态系统，那
时也能带动更多人就业，为家乡作一份
贡献。” 吴达夫 颜静 夏仲超

建德市杨村桥镇杨村桥村
种植户陈永松正在草莓大棚里
查看蜂群生长状况。

大棚里的这一桶蜜蜂可都
是宝贝，数千只蜜蜂在密闭的
大棚里飞舞，采花授粉酿蜜，能
使草莓的坐果率达到95%以上。

今年该市种植的 1.4 万多
亩大棚草莓里，全都采用养殖
蜜蜂授粉技术，不仅减轻了人
工授粉的劳动强度，提高产果
率，而且生态环保，大大提高鲜
果品质和食用安全，有助于草
莓增产增效。

据了解，如果是人工授粉
——用毛笔蘸花粉涂抹全花，
不仅成本增加，草莓的外形、口
感也将大相径庭。 王淑娟

蜜蜂授粉
莓农增效

山核桃，凭借极高的营养价值和独
特的口感风味，赢得了不少“吃货们”的
芳心，而它作为我国南方山区特色优势
干果之一，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中也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山核桃主产区
临安，浙江农林大学教授黄坚钦带领课
题组在山核桃选育种、嫁接、栽培等技
术上持续研究了数十年，先后选育了山
核桃良种、提升了山核桃成活率，甚至
还提出了山核桃园艺化栽培方法，推动
了浙江山核桃产业发展。

“只有摸透山核桃的遗传规律，才
能选育出山核桃的良种。”黄坚钦说道，
想要山核桃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
益，让更多的“吃货”吃到更好的山核
桃，选育良种是基础。为此，他领衔的
课题组和研究生前往农户家中逐个“采
访”农民所种植的山核桃，同时还派出
队伍前往湖南、大别山等地开展了山核
桃种质收集与评价。

课题组采用常规育种技术和分子标
记研究了山核桃属内种间亲缘关系、山
核桃和大别山山核桃居群遗传多样性，
掌握了它们的亲缘关系。通过遗传测
定，审定大果型、早熟型等3个品种。

在农林业，嫁接技术已成为植物人
工营养繁殖有效方法之一，嫁接对品种
的改良、经济价值的提高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山核桃
嫁接的成活率仅有10%，成为了一大技
术难题。

紧盯这一难题，课题组依托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开展了山核桃嫁接等无
性繁殖机理的研究，开发出一系列技
术，实现了良种苗规模生产。通过对山
核桃嫁接过程中形态、生理和分子水平
的研究，揭示了山核桃嫁接困难及其成
活的机理，突破了山核桃嫁接技术难
题。如今，山核桃嫁接的成活率已经提
升至 95%，通过不同山核桃砧木的选
择，优选出湖南山核桃、美国山核桃为
砧木，嫁接成活率更高，抗性更强，有效
地扩大了山核桃的适生区域，实现山核
桃的快速推广。

除了选育种和人工繁殖外，黄坚钦

还注意到，山核桃树高采摘难，在临安
时常发生农户采摘山核桃发生意外的
事件。此外，由于传统的分散到户、分
林到户的生产方式，农民为了过度追求
经济效益导致山核桃品质良莠不齐，无
法形成标准化。

为此，黄坚钦课题组多次前往美国
进行考察，尝试提出了山核桃“篱笆式”
园艺化的栽培方式。“园艺化栽培方式，
就是利用山核桃短枝结果特性，通过良
种应用，人为控制，密植早实，可极大地
提升山核桃树的产量和品质。”黄坚钦
认为，园艺化栽培的另一大好处就是统
一整齐种植的山核桃树，让采摘有了实
施机械化的可能性。

通讯员 张吉 陈登 俞振伟
本报记者 金乐平

武义县近日集中全县生态公益林护林员开展森
林消防、野生动物保护、森林病虫害监测、林政管理
等全方位知识的新一轮培训，同时提高护林员的责
任和劳动报酬，把生态公益林巡护队伍从兼职转为
专职，通过提升护林员队伍素质，更好地筑就森林资
源保护墙。

武义县是山区林业县，地处长三角后花园，近
年来不断加大生态林业发展和森林资源管理力度，
全县林地面积、活立木总蓄积持续实现双增长，林
分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全县有林地面积146.1万亩，
活立木总蓄积 300.32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71.1%，同时通过大规模建设，全县生态公益林面积
为84.15万亩（省级以上重点公益林69.85万亩），优
质林分达55万亩。

武义县生态公益林护林队伍原有兼职农民200
名，兼职生态公益林巡护队伍建立以来为全县森林
资源保护和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近年
来，生态公益林巡护队伍在兼职低薪与巡护作业耗
时及工作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
对矛盾，通过调研，武义县决定在原来生态公益林巡
护队伍的基础上进行缩编精减和调整充实，将现队
伍调整到150人，其年龄层次、文化程度都比以前有
了较大的提高。

为适应新的森林管护形势，更好地保护森林资
源，武义县对这支150人的农民专职护林员队伍专
门进行了岗前培训，县林业局还专门为专职护林员
配置了巡查服和“林业E通”手机。一方面，护林员
可通过具有GPS全球卫星定位功能的手机随时向
林业部门报告有关信息、灾情苗头等；另一方面，县
林业局也可以通过“林业E通”手机实现对护林员巡
护情况的监督考勤管理。 曹良俊

近日，笔者从宁波市鄞州区政策性农业保险首
席承保人——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获悉，该区2016
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工作已全部结束。今年
全区共有3.4万户农户投保，实现保费收入4200万
元，首次突破4000万元，同比增长25.94%。与往年
相比，鄞州今年农业保险更精准。

精准之一：拓展农险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保障
面。今年新增了附加大棚膜（含种植、养殖业）、水
产养殖大棚（钢架、竹架）、露天蔬菜、梨、桃、羊、免、
淡水鱼养殖等险种，由去年的32个增加到今年的45
个，农业的保险网得到进一步扩展。

精准之二：提高险种保额。随着设施农业高成
本的投入和物化成本的不断提高，该区今年增加了
部分产品保险额度，提高了农险的保障水平。今年
开办的险种大部分提高保额，如大小麦由每亩400
元提高 500 元；非叶菜由每亩 2000 元提高到 2400
元；葡萄由每亩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万一发生
灾害时，农户就能得到更多的赔偿，损失能减少到
最低。

精准之三：条款更加贴近生产实际。鄞州区顺
应生产规律，解决灾害理赔的难点，促进农险科学
发展。如水稻分为早稻和晚稻，保额每亩分别为
800元和1000元；大棚西（甜）瓜，分为春季和秋季参
保，保额每亩分别为1500元和1000元。

今年，鄞州区本级财政加大了农业保险补贴支
持力度，保费补贴达1784万元，同比增加430万元，
新增险种和大部分品种提高了补贴比例，加上中央
财政、市级财政及乡镇财政的补贴，农户自行承担
的保费比例由去年的9%降至7.2%。 张文胜 张珍

丽水市食用菌菌种质量检测中心日前获得浙
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这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具有对外开展菌种质
量检测的资质。丽水市食用菌菌种质量检测中心
为浙江首家食用菌菌种质量检测机构，也是全国第
四家具备菌种质量检测资质单位。

目前，该检测中心可承担食用菌菌种的感官检
验、菌丝微观特征检验、霉菌检验、细菌检验、菌丝
生长速度测定、真实性鉴定、母种农艺性状和商品
性状、包装检验、标签检验、标志检验等十大项指标
的检测任务。

浙江是全国食用菌主产省，也是菌种生产大
省，丽水市食用菌菌种质量检测中心的成立，将为
浙江食用菌菌种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沈钟

土鸡中的“战斗鸡”
用枸杞、党参、当归等中药材配合黑豆喂养，鸡吃得比人都营养，他养出了—— 鄞州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首破4000万元

武义有支
农民专职护林员队伍

山核桃“篱笆式”园艺化种植或有可能

浙江建成首家
食用菌菌种质量检测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