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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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渔期过后，岱山县衢山岛的渔业码头一片繁忙。船老
大祁杰刚卸下一批丰产渔获归港，但脸上却不见一丝笑容，

“没有固定工，经常出一次海换一次人。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
干这种活，真担心将来渔民断了代。”

本地年轻人多“上岸”

今年36岁的渔民张瓦达是衢山镇枕头山村村民,家里几代
人都靠捕鱼为生。“以往，村民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从事捕
鱼工作。而跟我一般大的觉得捕鱼太辛苦、太枯燥，不少人早已
转行。”张瓦达告诉笔者，尽管现在年轻的渔民少了，但他会坚持
下去。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船上岁数偏大的工人都是自家
人。“过去祖祖辈辈没有文化，只能靠打鱼为生。现在孩子们
都上岸读书、学技术，眼界开阔了，可以干的职业很多，没多少
人愿意打鱼。”渔民既为孩子“上岸”高兴，也担心后继无人。

“出海是份苦差事，通常十几天的时间都在海上漂泊，生活很
枯燥，见惯世面的年轻人当然不愿干。”衢山镇万北村渔船老
大沈先生认为，出海捕鱼是一项极其辛苦和冒风险的工作，这
也让很多年轻人望而止步。

外地务工人员成主力

由于本地年轻人不愿从事出海捕鱼工作，加上捕鱼的报酬
比一般打工又要高出很多，这吸引了来自四川、安徽、江苏等地
众多外来打工者前来捕鱼。“原来船上外地渔民也就两三个，但
现在已超过一半了。”沈先生说。“现在成本上涨，捕捞效益差，工
资太高承受不起，不涨工资又招不到人，真是两难啊。”沈先生向
笔者诉苦。为了雇到工人，沈先生不得不提高船员工资。他说，
工资已由最初的每年4万元，涨到现在的每年7万元。“船员工资
涨了，可愿意干的人还是少。”沈先生说，因为出海打鱼辛苦，加
上风险较高，从事渔业生产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只能招一些年
龄偏大的熟练工补充。据沈先生介绍，他的渔船上的渔民大多
数都超过45岁了，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超60岁。

转行脚步加快

渔民一个接着一个的转行，捕鱼业劳动力流失越发厉害。“这几
年衢山发展迅速，就业渠道明显多了，工资待遇差别也在缩小，不少
渔民就不愿再吃这苦了，想到了转行。”今年31岁的渔民毛杰，八年前
转行，算得上是最早一批转行的渔民。

现在毛杰承包海塘搞起了养殖，开起了渔家乐。他给笔者算
了一笔账：“养殖一年能赚约10万元，农家乐一年也能有几万元收
入，算下来比出海捕鱼强多了。”

从17岁第一次跟父辈出海捕鱼算起，张瓦达至今已在海上生
活近20年。“小时候不用走远，就在渔港附近，一网下去就能装满
舱。现在一网上来大鱼很少，甚至下网捕空的时候也会有。”

张瓦达告诉笔者，国家实行伏季休渔政策，是有作用，但要恢复
到当年的水平很难。“捕捞效益差，自然会想到转行。”

据了解，目前，岱山县正稳步推进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工
作，助推渔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该县也出台并完
善了扶持政策，有计划地引导传统捕捞业进行转型升级，用各
种手段努力缓解“渔民断代”的难题。 黄银凤 周婷

岱山捕捞业面临“渔民断代”之忧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三门县城西区工业园区的台州诚

兴葛业有限公司，只见厂房里有的工人在加工葛根粉丝，有
的在晒粉丝，有的在包装粉丝，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动景
象。该公司总经理章爱国告诉笔者：“现在番薯粉丝非常普
遍，但生产葛根粉丝在全省还没有，我是首家。”

2012年3月，三门湫水山葛根专业合作社在浦坝港镇沿
江村向村民承包了100多亩土地，开发整理成葛根示范标准
化种植基地，投资了8万多元，从江西德兴葛根繁育场引进
了5万多株“宋氏超级葛根2号”新品种苗种种植下去。在
管理人员的辛勤种植下，该合作社种植的葛根获得丰收，亩
产量达到4000多公斤。经过几年发展，目前，该合作社种植
面积已扩大到580多亩。

据章爱国介绍，该合作社年可生产20多吨葛粉，按葛粉
40%与番薯粉60%比例配比，年计划生产5吨葛根粉丝。“我
公司加工葛根粉丝是半自动化的，采用机械与手工相结合，
省工、省时、省力、高效，一台机器一天可加工1000多公斤。”
章爱国说。

笔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将番薯粉和葛粉按一定比例
倒在桶里拌好，放到多功能粉丝自熟机里。经过加温、烧熟
后慢慢地从机器里出来，就成了粉丝，几个工人将它放在木
板上冷却。这种粉丝一根根很匀称，又细又亮。“我生产的
葛根粉丝无任何添加剂，很卫生，是价廉物美的无公害保健
食品，非常安全，质量也好。”章爱国说。

据技术员朱德阳介绍，粉丝加工出来放在木板上冷却
到常温后，放在冷库里经过-10~-5℃五六个小时冷冻，然后
拿出来晒。

在晒场上，笔者发现，通过解冻，几个工人用手将粉丝
慢慢扒开，像做出来的一样，有条有理。“番薯粉丝晒干后有
的会断，但葛根粉丝一根都不会断，很柔韧，一点不浪费。”
章爱国说。

据了解，葛根粉丝含有一定的葛黄酮，经常食用具有保
健作用，是价廉物美的无公害保健食品，批发价每公斤 50
元。三门县市民知道后纷纷购买，杭州、宁波、上海等地的
客商从互联网、电视和农民信箱上看到后也来电来人求购，
供不应求。 朱曙光 朱芳芳

家住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章家村的陈
家桥近来难掩喜悦之情，盼了多年自家屋顶
安装光伏电站的事终于实现了。在“光伏电
站产生的电量除自家用之外，多余的卖给国
家，真是一举多得。”陈家桥说。

近年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上虞区取得
了快速发展。在自家屋顶建一个发电站自发
自用，多余卖给国家,成为当地农民及企业的
用电选择。但建立个人发电站设备需要4~5
万元资金投入，可有的农民因缺少这笔资金
而望而却步。对此，绍兴市上虞农商银行顺
势推出了“光伏贷”，迅速解决了农户资金短
缺的困扰。

陈家桥算了一笔账，如果安装5千瓦装机
容量的电站，需要投资4万元左右，而自家屋
顶发电除自用以外，另外全部卖给国家，一年
收益至少也在5000~6000元，8~9年就可以还

清银行贷款本金利息，接下来每年的收益都
归自己所有，可真正实现光伏养老计划。

目前，上虞农商银行正在崧厦镇、章镇镇
等乡镇(街道)做“光伏贷”试点工作，仅一个多
星期，上门申请光伏贷农户已达到100多户，
成功签约安装合同的达到30多户。对此，上
虞农商银行结合辖内实际情况，联合光伏公
司推出的“成就您·光伏贷”专项助农贷款产
品，采取按揭还款方式，实现免首付、免月供、
免担保抵押“三免政策”，为农户安装屋顶光
伏发电设备提供全额资金支持，农户每月发
电收益归还银行贷款，并给予利率优惠，贷款
期限最长10年，并让光伏公司承诺20年产品
质保及25年产品收益保障，真正让农户感受
到“买着放心，赚得舒心”。

陈晓潮 张金龙

地处大山深处的衢州市石梁镇大俱源村
的早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G20杭州
峰会期间，不仅摘下了全市果蔬类农产品供
货量之最，更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供应高山茄
子、高山黄瓜的企业。

日前，早田农业的农家又在采摘被誉为

“宫廷蔬菜”的雪樱子，再次销往杭州等市
场。富硒养生雪樱子平均能长到2.2米以上，
全身都是宝。除深红花蕾可搅成泥面膜外，
顶部嫩尖、分叉嫩叶、淡绿嫩茎和鲜红根须
也都能食用。 吴铁鸣 何润云

上虞农民掀起屋顶“发电站”热

山里种出“宫廷菜”

一根根又细又亮
还不断的葛根粉丝来了

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欣世建材商行遗失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开化月亮湾家庭农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 20 万元支持
下，流转土地，雇佣当地农民上山挖覆盆子、黄精等野生药
材在旱地里试种成功。

在去年8月，月亮湾家庭农场雇佣当地农民在山上挖来
1000多棵覆盆子和1000多棵黄精，在丘陵平地上种植了60
亩，进行大面积试种。

经过除草、松土、施肥等精心护理后，覆盆子和黄精均
长势喜人。到今年12月上旬，已有250公斤干覆盆子、100
斤干黄精销往安徽亳州药厂。 齐振松 姚宏林

开化平地试种野生药材初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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