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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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宁波市古林镇共任村的一块
稻田上，一台无人驾驶的联合收割机正在
收割晚稻，目睹此景的村民纷纷称奇。

这台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是宁波
鄞州麦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专程前来观摩的宁波市农机总站装备
处处长吕长淮说，目前国内还没听说过
有无人驾驶的联合收割机，“麦谷”是国
内首家开发应用的企业。

笔者看到，这台无人联合收割机外
形与普通联合收割机没有多大差异，只
是在前方安装了巴掌大的方盒子和一个

电子操纵杆，就是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使一台联合收割机变成无人驾驶的
联合收割机，工作人员只需发动收割机，
收割机就会自动向前行进、转弯、对行。

在场的鄞州顺吉粮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潘善顺说，他前几年购置了一台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每天工资在300元
左右，操作时粉尘很多，需要戴口罩，而
且劳动强度大，人坐在上面震动也很厉
害。“如果今后使用无人驾驶的联合收
割机，能够省心不少。”

“麦谷”总经理张方明是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机电学院老师。从2010
年起，他就开始研究高速插秧机自动
驾驶技术，并于 2013 年研发成功。随
后，他又开始研发无人驾驶联合收割
机，至今他们已投入200多万元研发经
费。他们对星光988s型联合收割机的
液压系统、机械结构进行改造，并加装
了一个软件控制器，通过在软件中加
入路径规划，再利用北斗导航系统，使
无人驾驶的联合收割机能够按设定的
路径行进。

近两个月，这款收割机已在慈溪等

地进行了多种地块、多种水稻品种的收
割试验。从试验的情况看，收割机具有
行驶路径笔直、行跟踪偏差小、自动转弯、
精确计算作业行的优势。在同样条件
下，作业效率比有人驾驶的提高10%左
右。“针对我省秋季雨水较多的情况，可在
晴朗的夜晚进行加班抢收作业，减少农
作物的枯萎、倒伏损失。”张方明说。

去年12月，该公司的“收割机无人
驾驶系统的研制”被列入宁波市鄞州区
科技攻关项目，该区在经费上予以资
助。 张文胜

笔者从湖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由浙江农林大学
副教授桂仁意担纲的竹林机械装备科技创新团队
日前在湖州创建，团队成员由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大学湖州市笋竹产业联盟、湖州兴篁林业科技有限
公司及各县（区）林业部门和主要实施乡镇农业服
务中心的林业技术推广专家共26人组成。

据了解，该团队前期创新内容主要有：毛竹林
微型翻耕机设备完善及应用示范、新型竹子钩梢
专用工具改进和应用示范、充电便携式竹材电动
自适应采伐锯研制与示范应用、竹林用组合动力
模块化轨道运输设备研制与示范和退化、新种早
园竹林套种与机械耕作示范。

该团队也是湖州市迄今为止的第一个竹林机
械装备科技创新团队。 赵新荣 易木

日前，浙江省农业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公布
了浙江省2016十大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名单，三
门青蟹榜上有名，是该省唯一上榜的水产品。

据了解，“十大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是浙江开
展的一项宣传推介活动，旨在更好地培育和宣传全
省强势农业品牌，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入选农产
品将在媒体进行重点宣传，并在今年省农博会金奖
产品品鉴大会上得到集中宣传推介。在明年浙江
农业品牌大会上，还将邀请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十
大区域公共品牌进行案例分析及现场推介。

三门是“中国青蟹之乡”，近年来，三门县大力
实施“海洋强县”和“三门青蟹品牌”战略，三门青
蟹产业得到大力发展。2015年，三门青蟹养殖面
积发展到 9.5 万多亩，产量达 1.2 万多吨，占全国
的1/9、全省的1/3；总产值6 亿多元，占全县大农
业比重的1/3。三门青蟹养殖基地已经成为全国
最大的青蟹养殖基地，目前，三门青蟹已建成有机
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养殖基地38个，养殖面积
总达4.3万多亩。

“三门青蟹”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农产
品优质奖、中国农产品最畅销奖、中国名牌农产品、
中国著名品牌、浙江省名牌产品和浙江省十大特色
农产品等称号，还多次荣获浙江省农博会金奖、中
国国际农博会金奖。 朱曙光 李苗苗 朱芳芳

一江春水向东流，碧波荡漾在长
风。在常山县何家乡长风村，依托天然
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周边的村民纷纷开
起了鱼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红火，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宾客前来品尝。

位于长风渔家乐一条街的望江鱼
庄是最早入驻的一批渔家乐经营店，店
主樊建民经营鱼庄已有20余年。每天
一大早他就忙着洗菜、切菜、调制、烹
饪。11月，因为生意红火，店面比原来
扩大了两倍，但在周末和假期仍然不时

爆满。“我们这里因为山好水纯，养起来
的鱼很好吃。现在我家年收入有几十
万元，一个月接待游客就有 4000 人左
右。”樊建民欣喜相告。

在“五水共治清三河”整治中，何家
乡率先发力，积极开展化工企业整治，推
出“志愿者河长制”等措施，常山港流域重
现群山环绕、碧波清流的盛景。入夜，沿
江50多户渔家乐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白天，游客泛舟赏20公里“十里长风”的
两岸山林风光。一条小小的清水鱼串联

起了加快特色美丽乡村发展步伐，也迎
来了“美丽经济”的喷涌释放。

长风水库盛产石斑鱼、将军鱼及各
式各样的野杂鱼，由于水库水质好，鱼
的味道特别鲜美。如今每逢节假日，奔
赴长风，吃渔家饭，住农家房，享受垂钓
的乐趣，正成为越来越多的游客放松心
情、亲近大自然的首选。许多在外的村
民也纷纷回乡创业，借势发展渔家乐，
短短几年间便发展到了 55 家的规模，
2016 年渔家乐营业额突破 1000 万元，

共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带动周边 1000
余位村民致富增收。

“好山好水出好鱼，我们何家长风库
区的渔家乐一条街上的生态鱼是最不容
错过的舌尖上的享受。”何家乡乡长汪峻
对下一步发展“美丽经济”有了新的期待：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做活
打响‘渔’字牌，以‘美丽乡村’和休闲长廊
建设为契机，用景区化标准改造提升，注
入智慧旅游元素，丰富休闲内容，不断提
升渔家乐的竞争力和档次。” 陈建平

这些天，出入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同康村的
主干道正在大刀阔斧修葺中。“这条路叫船同公
路，以前是单车道，现在拓宽成双车道。”村干部介
绍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同康村围绕

“竹”元素，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实事工程。
据悉，同康村拥有毛竹山林7520亩，是浙江省

现代林业园区、“四季笋”特色基地、省林业厅厅长
“兴林富民”示范点。早在 2011 年，该村就投入
150万元，实施了“绿林竹海”喷灌工程建设，并一
举成为柯桥区首批“一日游”乡村休闲旅游基地、
浙江省“农家乐”特色村。

沿着正在建设的道路往里走，只见不少村民家
的外墙上，绘制着带有中国风的水墨画，其中多是
梅兰竹菊等题材，尤其以竹的主题画为多。“我们村
是毛竹特色村。”村干部解释，同康村村民靠毛竹发
家致富，而村里也靠竹山发展起了乡村游，所以在
立面改造中，他们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到墙上，
同时突出竹，就是为了与村里连片的竹山相映衬。

在开展以惠民实事工程为抓手的“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同康村还在竹山脚下修建起了一个文
化广场。其中不仅有可供村民休憩的长廊，还有可
散步、可健身的场地。“我们就地取材，在广场上利
用石头和毛竹，建造了景观节点。”村干部表示，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竹元素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就在不远处，正在建设的竹艺馆十分引人瞩

目：窗子是毛竹加工而成的，吊顶是由竹节编织的，
放置竹制品的展示台也是用毛竹加工而成的……

“我们还把党建内容也放到竹艺馆内，因为我们
希望自己的党员也有竹的气节。”这位村干部表示，
把竹元素运用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是他们村的特
色，能节省建设成本办更多实事，同时也大大增加了
美感度，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线。 钟伟许东海

“我要预订10000公斤清水鱼和200公斤甲鱼。”日
前，来自杭州市的叶老板向开化晓尧家庭农场提前订购
水产品。

地处开化县华埠镇下界首村马后坞内的晓尧家庭
农场，共有 12口鱼塘，养殖面积120多亩。

“这是一种创新水产养殖方法，其水源是山上流下
的山泉水，而清水鱼主要吃草，甲鱼则吃自然野生的小
鱼和螺蛳，属生态放养甲鱼，其肉质上等，风味与野生甲
鱼相似，所以每公斤卖到400元。”农场负责人汪晓尧说
着立马下塘捞起了2只大甲鱼。

晓尧农场建于2012年初，为确保清水鱼品质，汪晓
尧在地里种了50亩黑麦草、苏丹草，作鱼饲料。接着，
他从舟山购进6000只一元硬币大小的幼甲鱼，放进养
清水鱼的大池里让其自生自长、自行繁殖。近五年过
去，如今，大的清水鱼现长至5公斤以上；大的甲鱼已长
到1.5公斤。

2016年，农场再次在当地信用社贷款20万余元，加
大鱼鳖养殖规模，目前已有10000多公斤草鱼、鲫鱼等
清水鱼和6000多公斤甲鱼销往杭州及开化县。

齐振松 童战卫

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在甬研制成功

鱼鳖混养铺就致富路

一条清水鱼串起富民产业

湖州组建竹林机械装备
科技创新团队

浙江公布2016十大区域公共品
牌农产品
三门青蟹
成唯一上榜水产品

同康村用竹元素扮靓
“美丽乡村”

加快茶产业转型发展

中央茶产业提升项目以标准茶园
建设、茶厂优化改造、茶资源开发利用
及茶市场、茶品牌、茶文化培育为主要
建设内容，加快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
积极促进茶产业、茶生态、茶经济和茶
文化全产业链协调发展。

2015年，中央茶产业提升项目共立
项安排11个茶叶重点县，并相应拨付省
级以上财政资金5000万元，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3100 万元、省级财政资金配套
1900万元。截至目前，中央茶产业提升
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5155万元，共建设
主干道 55291 米、操作道或支道 36433
米、喷滴灌2760亩、排灌渠17572米、蓄
水池23505立方米、防护林30848株、遮
阳设施358亩、冷藏保鲜设施1149立方
米；购置杀虫灯360只、色板43.34万片、
防风扇等抗灾设备设施35台、名优茶生
产线14条、茶叶加工设备43台、茶叶分
级检测等设备采购30台；改种换植及品
种结构优化369亩，清洁化生产设施改

造 17596 平方米，机采茶园改造建设
2235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实施3795
亩，茶叶品牌建设4项。

项目建成后，预计项目区茶叶产量
可达4372吨、产值35358万元、亩产效益
5.56万元，标准化茶园面积达3.7万亩，基
地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率达到75%以上。

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通过实施中央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鱼类产业提升项目，浙江重点扶持
建设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尾水生态化
处理、养殖环境改善、生产环节质量安
全检测、鱼类养殖生产基础设施改造、
浅海鱼贝藻立体养殖，进一步提升养殖
设施化、生态化水平，增强海淡水养殖
综合生产能力。

2015 年，浙江省共立项安排 25 个
项目县（市、区）和3个省本级直属单位
实施中央鱼类产业提升项目，并相应拨
付省级以上财政资金 8800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8000 万元、省级财政资
金配套800万元。截至目前，中央鱼类

产业提升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12045
万元，共建设（改造）高标准池塘 3187
亩、设施大棚建设88.5亩、新型温室和
工厂化育苗设施300平方米、深水网箱
及围网 2527.2 亩、进排水渠道 25.5 公
里、供电线路19.1公里、道路36.6公里、
循环水养殖系统92.5亩、养殖水净化处
理设施470.6亩，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8项，技术示范带动农户313户，技术
示范辐射面积2.92万亩。

项目建成后，预计项目区水产总产
量可达11846吨、总产值45613万元、养
殖效益15638万元，项目区新吸纳劳动
力人数966人，建立推广示范户数1011
户，项目辐射带动面积超过4.5万亩。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中央水稻产业提升项目以全面推
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提升水稻产业
生产条件、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增加农
民收入为目标，通过改善粮食生产功能
区的田间基础设施，建成一批育秧中心、
烘干中心，着力推进粮食生产的全程社

会化服务，实现水稻产业区域化布局、专
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规模化经营。

2015 年，全省共立项安排 52 个县
（市、区）实施水稻产业提升项目，并相
应拨付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 2278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17335 万元、省级
财政配套 5450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
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22300 万元，其中：
农田基础设施实际完成投资 12939 万
元，共建成机耕路 255 公里、修建灌渠
225 公里、涵管及 U 形槽等 3720 米、泵
站36座、农机下田坡1480个；社会化服
务基础（育秧、烘干中心）实际完成投资
9059万元，共建成烘干中心78个、育秧
中心 57 个；“三新”技术推广实际完成
投资303万元，共组织开展统一育供秧
等服务（千亩高产示范片）7.87万亩、水
稻强化栽培等技术应用33.4万亩、新品
种新农药新化肥应用16.8万亩。

本报记者 孟佳韵
通讯员 何法顺 高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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