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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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商银行、供销社、农合联联动成立全国
首家以公司+会员制形式的“三位一体”实体
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供销社和农合联“一
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辖区10个镇街
全部组建农合联并进行实体化运作……温州
市瓯海区积极探索创新农民专业合作、供销
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
体系建设，使“老供销”绽放青春。此举已成
为全国供销系统供给侧改革的创新成功之
举，引起各方关注和赞赏。

瓯海是浙江省较早启动“三位一体”农
合联体系建设的地区。2012年初，就在区供
销社增挂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牌子，
实施区供销社和农合联“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合署办公，对区农合联工作职能、组织架
构和运行模式予以明确。当年5月，区农合
联正式组建成立，并辖区10个镇街全部组建
农合联，形成区、镇街两级农合联组织体系
建设，并进行实体化运作。2014年，该区又
成立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由全区13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组成，实现了
农合联区到镇街到村到户的全覆盖。2015
年8月，由瓯海农商银行、区供销社、区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分别出资 54%、45%和
1%，首期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全国首家
以公司+会员制形式的“三位一体”实体平台
——温州瓯海农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瓯海区农合联下属企业，进一步整合发挥专
业合作社生产优势、供销社流通优势和瓯海
农商银行资产优势，实行公司化运作模式。
由三方负责人共同组成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营管理层。接着又对区农合联组织和治理
结构进行完善，明确农合联名称、机构、功
能、职责，并严格实行代表大会、理事会、监
事会制度和“议行分立”，理事长由区政府分
管领导兼任。

该区“老供销”大胆尝试为“三农”服务
引人注目。按照生产、供销、信用融合发展
的思路，深入实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示范行

动和“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组织示范创建行
动，积极引导“户转场、场入社、社联合”，协
助指导规模经营主体增强综合服务能力。
目前，全区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48家，合作社
成员 4186 人，带动农户 3.5 万户，联结基地
4.33万亩，共培育发展家庭农场61家，创成
省级示范社12家、市级示范社34家、区级规
范社55家。以农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
为抓手，引导农民合作社集群发展，提升生
产合作水平。目前，全区已建立实行产品质
量追溯制度的合作社87家，实施农业标准化
的合作社96家，拥有注册商标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 51 家，并形成了多个“特色+品牌+规
模”的区域性优势合作社集群。为推进全区
合作社之间的产业整合、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全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水平，该区于
2014 年成立了由 133 家农村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组成的瓯海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会，为会员提供科技、信息、管理、市场营
销、农副产品开发项目等方面的服务。

该区“三位一体”融合模式，鼓励推进信
用合作发展，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
评定并给予利率优惠。目前，全区138家合
作社通过了联合信用等级评定，其中通过省
级农民合作社信用评定 2A 级 12 家、A 级 7
家。按照会员制、全封闭、低利率、公司化运
作模式，积极推进农民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
互助合作，提高农民闲散资金利用效率，有效
地缓解了农户季节性生产、小规模扩大生产
以及灾后恢复生产等资金短缺问题。目前，
全区已有资金互助会6家、扶贫资金互助会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部1家，其中侨乡花
卉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会已累计发放互助金
483笔，共计1.73亿元。为解决农户银行抵押
担保难度大问题，区政府与瓯海农商行合作，
启动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试点，
农户以自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
作为抵押担保物，采取书面承诺方式即可向
银行申请贷款。推行一年来累计发放贷款

7.15亿，惠及农户2400户，覆盖127个村。
该区通过生产、供销、信用的有效融合，

为推进供销合作创新提供契机。整合基层
供销网点。该区现有基层供销社5家，各类
服务网点100多家。为提升供销社服务“三
农”的能力，对现有供销社网点进行改造提
升，打造了“老供销”便民超市20家。同时，
利用瓯海农商行网点多的优势，对其网点增
设供销功能，进一步提升供销渠道。目前，
已有22家瓯海农商行网点完成了改造。同
时采取奖励加盟方式，鼓励引导农村社区店
加盟便民超市，目前已完成102家选址，其中
45家已开业，今年可完成100家便利店开业
运营。

该区创新发展“三位一体”实体化运作，
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农合公司采用“公司+
合作社+基地”、“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户”等农业订单模式，将大批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民纳入到利益共同体中，以农产品质量
准入门槛倒逼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生
态化，鼓励更多人来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培育
新型农民。通过打造“乡下人网”电商平台、
农村供销金融便利店、“老供销”超市等方式，
重建“老供销”品牌，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吸
纳优质农产品商家加入，激发主体活力。积
极开展服务创新，强化标准引导，向农户先行
提供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农资，帮助农业经
营主体建立高标准的生产模式，统一打造农
产品品牌面向市场。同时，农合公司成立强
村服务有限公司，全力支持全区103个村级
集体经济薄弱村参股经营，帮助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

正是该区立足“老供销”自身发展，创新
驱动、多管齐下，发挥大平台资源整合优势，
着力打造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升级版，从而
构筑了农村新型商业模式，打破了农民贷款
融资瓶颈，搭建了“乡下人网”大舞台，打造
了“放心农业”品牌。

黄松光

近日，三门县通过国家生态县考
核验收。至此，三门县成为台州市继
天台县和仙居县后，第三个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县的县（市、区）。

据了解，三门县2013年成功创建
省级生态县，并在2014年开始创建国
家级生态县。近三年来，三门县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均保持优秀等次，出入
境断面水质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均保持100%，生态环境公众满
意度多年居台州前列。

三门县健全财政稳定投入机制，
做到“生态项目优先立项、生态资金
优先安排”，除每年安排500万元资金
作为生态环保专项经费以外，还大力
整合建设、水利、农林等部门资金，已
累计投资14亿多元，组织实施城乡供

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 160 个项
目，极大地改善了城乡生态卫生环
境，被评为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
范县和省“清三河”达标县。

该县还先后投入1亿多元，实施
绿色屏障、生态廊道、森林村庄、公园
绿地等工程建设，打造森林城市、建设
绿色城镇、扮靓美丽乡村。

三门县委书记杨胜杰表示，在完
成国家生态县创建工作后，三门县将
在后续工作中，向“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县”这个目标奋进，坚决走生活、生产、
生态相生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
更高的标准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巩固
和深化创建成果，让三门真正迈入生
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级方阵，坚决守住
三门的绿水青山。 朱曙光 朱芳芳

来到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二
村，村口竖立的一块指示牌格外引人
注目，上面指明了大坞兰花特色村的
方向。“大坞自然村虽然只有100多户
人家，但家家种兰花、卖兰花。”棠二
村村干部说，打造兰花特色村是他们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一步。
漓渚镇是著名的“花木之乡”，种

兰花、卖兰花更是当地传统产业，在
棠二村大坞自然村，不但家家户户从
事的产业与兰花有关，该镇7位种兰
大户中，有3位就在大坞自然村。

走进种兰大户赵银泉的苗圃，只
见数万盆兰花整齐摆放，花农们正忙
着准备年宵花市场的货源。在赵银泉
开设的兰花展览室内，还能见到不少
与兰花有关的资料图片，听到许多与
兰花有关的传说故事。

“近几年兰花行情不错，政府扶
持力度又大，兰农发展更有信心。”棠
二村村干部说，大坞自然村具有专业
兰花市场的雏形，种兰氛围浓厚，兰

农苗圃集中，名声在外。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的推进，已经成为一张特
色名片。

“建设‘美丽乡村’的目的之一就
是让村民富起来。”漓渚镇政府有关负
责人表示，作为“花木之乡”，大坞自然
村有天生优势，于是他们把产业化概
念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一方面突
出大坞自然村的兰花特色，更具可看
性；另一方面把大坞自然村打造包装，
有利于该自然村的兰花产业更加茁壮
成长，形成品牌进行推介。

漓渚镇把产业化概念融入“美丽
乡村”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坞自然村。
据了解，漓渚镇今后还计划把更多的
兰花特色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连
成线、连成片，朝着更具规模化的方
向发展。届时，一个能让游客可看、
可玩、可游，又能让漓渚当地兰农收
入进一步提高的“兰花小镇”将形成
并逐渐成熟。 钟伟 许东海

瓯海“老供销”绽放青春
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融合领先 小小自然村 家家种兰花

三门成为国家生态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