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化县村头镇武川村农民汪德元在安徽与开化交界的边远
山区，走村串户收购农家土鸡、土鸡蛋。一年来，他共收购农家
土鸡500多只、土鸡蛋30000多只，销往杭州等城市以及本地餐
馆。

“要过年了，我要20只农家土鸡，快送来啊。”春节前，来自
杭州一家酒店的王老板发微信向汪德元一次购买农家土鸡20
只，次日一早，汪德元开着小车专程送去，每公斤160元。

原来，33岁的汪德元曾在北京、杭州等地打工十来年，建立
了一批微信朋友圈，所以联系销售土鸡、土鸡蛋方便多了。

眼下，汪德元已与新集村的几户农户协商好，计划由当地农
户帮助代孵小鸡，然后分散到农村千家万户里养殖，到下半年统
一收购出售成品土鸡。届时，将有大批量农家土鸡、土鸡蛋销往
各大城市市场。

图为汪德元正在给土鸡喂食。
齐振松 郑飞川

用微信销售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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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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无花果、火龙果冬季管理现场培训会”日前在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金华市寨春农场和果爱果家庭农
场无花果基地举办。 来自全省各地的葡萄、火龙果、无花
果基地业主等68人参加了会议。

浙江省葡萄团队科技特派员首席专家吴江研究员针
对2016年前期少光照雨水多，后期连续高温等气候特点，
不少促成栽培的农户来电咨询葡萄花量不足的原因进行
了分析，并对浙江发展家庭农场中葡萄长廊的建设、品种
筛选、修剪的方法进行了讲解。针对葡萄生产中因密植造
成树势过旺，用保果剂直接处理果穗影响品质的情况，如
何在控树确保产量和品质的前提下进行稀植，哪些品种适
宜什么修剪的方法等作示范，深受果农欢迎。

浙江省农科院质标所吴俐勤副研究员针对火龙果、无
花果等新型水果品种该如何安全生产进行了讲解。

培训会还邀请了金华市最早栽培火龙果的晓玉火龙
果种植园园主黄晓玉介绍了火龙果安全越冬、优质栽培等
经验。浙江省无花果产业协会钱继昌、金建堃两位副会长
介绍了无花果越冬管理、优质栽培、采后加工、市场销售等
内容。与会人员还就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自2008年浙江省葡萄团队科技特派员入驻金华以来，
通过与金华当地企业、合作社联合实施省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院地合作项目，以项目
带动加快葡萄等新优品种的示范与推广，优化水果产业结
构，促进红黄壤丘陵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突破了金华
葡萄以种植“巨峰”“藤稔”熟期集中的局面，新品种市场占
有率显著提高，在各种葡萄评比中荣获多项金奖。同时，
通过改露地为设施栽培葡萄，示范应用安全节本病虫害防
治模式，推广浙江欧亚种、欧美杂交种葡萄优质安全设施
栽培模式，开展葡萄双天膜覆盖促早熟设施栽培技术示
范等，显著提高了金华葡萄的品质与效益。其中，浦江靓
松家庭农场成为G20杭州峰会特供“巨峰”葡萄基地。

浙江是南方葡萄主产区之一，这几年受到云南葡萄销
售冲击，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尤其是露地葡萄产品效益不
高，水果品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吴江表示，利用现有葡
萄设施大棚和架式生产无花果、火龙果，不仅能调整水果
种植结构，而且还能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魏灵珠

受“暖冬”天气、种植集中、播种提前等多重因素影响，
春节前，舟山市菜农种植的花菜、大青菜出现大面积滞销，
该市菜篮子办公室及时协调相关单位，以保护价优先收购
产销对接户的滞销蔬菜。

笔者走进位于定海岑港烟墩的蔬菜基地，一对80后
的江西小夫妻正在地里忙碌。李芬单腿跪在地里，把割下
来的大青菜整整齐齐码入袋中，每袋20公斤包装好；她丈
夫则把一袋袋包装好的蔬菜从地里运到停在机耕路上的
小货车上，一袋袋装好……

“现在市场上没人要了，如果政府不来收购，我们只能
眼睁睁看着菜烂在地头了……”李芬告诉笔者，前一天，得
知政府要来收购，她早上5时就起来割菜了，她丈夫尽管
头一天晚上一直在批发市场售菜，但早上回家后眼睛也没
眯，就马上下地干活了。“前一年春节前最后一茬菜卖了10
万元，今年2万元都没卖上。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能把
菜卖出去……”李芬说。

笔者在烟墩的蔬菜基地看到，很多种植户与李芬家一
样，全家出动甚至雇佣当地农民一起收割大青菜。同样来
自江西的甘国兵一家三口全在地里忙碌，计划赶在下午3
时前收割完3000公斤。“现在自己去批发市场卖，一元一公
斤没人要，一个晚上250公斤也销不掉。如果这次政府不
来收购，估计今年至少要有5000多公斤大青菜烂在地里
……”甘国兵说。

大青菜保护价每公斤 1 元，花菜保护价每公斤 1.4
元。尽管只是保本，但相比让菜烂在地头，农户还是非常
开心。李芬告诉笔者：“政府能这样帮我们一把，我们以后
种菜的积极性会更高！”

烟墩的这片蔬菜基地属于舟山市龙荫农业专业合作
社，蔬菜种植面积有 300 亩左右，由 10 多位种植大户种
植。据龙荫合作社社长官新介绍，去年天气暖和，蔬菜长
势喜人、产量大幅提高，导致大青菜、花菜集中上市，出现
大面积滞销现象。“天气好还好，没想到还遇到连续下雨，
菜不收掉，两天就烂掉了！幸亏与菜篮子办公室签订了产
销协议，现在他们已经收购了好几万公斤。”官新说。

另据了解，为解决菜农花菜、大青菜大面积滞销问题，
舟山全市“菜篮子”直供店现已全面实施零售最高限价，花
菜每公斤3元、大青菜每公斤2元，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同
时，市菜篮子办公室还在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寻找其他销售
途径，增加滞销蔬菜的收购量，尽最大可能减少菜农的损
失。 黄银凤 徐祝君

由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主
办，浙江石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恒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良
渚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杭州及时雨
植保防治服务专业合作社、余杭径山
四岭名茶厂五家本土重点农业企业联
合承办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会暨浙农战略联盟签约仪式”日前
在杭举行。

当天下午，联盟成员走访了浙江恒

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九龙基地的
智能供水系统鱼塘，该公司的水产采用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先进的水
处理设备将养殖水净化处理后再循环
利用，实现了节水节能节地、安全可靠
品质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展现了
浙农战略联盟推动中国农业科学化、环
保化发展的理念和目标。随后，大家又
考察了G20杭州峰会的基地供应商之
一杭州良渚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感受

了农产品生产全生命周期互联网监控、
农产品信息追溯系统、蔬果定制化配送
等生产经营管理模式。

据悉，浙农战略联盟由浙江石宫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倡议，联合四家农
业企业建立。以战略联盟的模式对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探索和
实践，是浙江的农业企业家们想出的
新思路、新办法，联盟成员立足国情
农情，顺应时代和农业行业发展要

求，通过深度战略合作，形成集聚效
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共同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竞争力，
有效地促进了联盟相关企业间互融
互通，构建了农业产业孵化的温床，
为进一步打造产业功能健全、人才队
伍强大、科技创新引领、经营管理规
范、资本市场青睐、农业政策扶持的
全省乃至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龙头
企业创造了条件。 本报记者孙常云

浙农战略联盟在杭成立

正月初六午后，天台县白鹤镇左
一村杜家庄自然村的晒场上，该村乡
贤陈式会正和几个年龄相仿的中年
村民聊着天，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如何
把村里的停车场早点建成。

位于县道关茶线边上的杜家庄村
是个坡地村庄，只有100多户村民，村
内房屋拥挤、道路狭小。近年来，随着
经济条件的改善，该村私家车逐年增
多。春节期间，村民开回家过年的私家
车就有近50辆，加上走亲拜年的各种
车辆，最多时村里要涌入七八十辆。

“晒场停不下，就停村道上。村
道再停不下，就停到村口的马路上。”

左一村主任陈帮设说，公路是两车
道，边上一停，路面就只能供一个方
向的汽车通行。每年都会有过往车
辆因为互不相让，造成堵车。

正月初二上午9时半左右，杜家
庄村口的公路上车水马龙，由于半幅
路面停了车，进出车辆在此交会时，
都得小心慢行。后来由于部分车辆
避让不当，有两个司机因口角引发肢
体冲突，车辆越堵越多，最终路面彻
底瘫痪。两个小时后，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公路才重新恢复畅通。

目睹了堵车、吵架的一幕，乡贤
陈式会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

“本该高高兴兴的拜年闹出了这样的
不愉快，我们村的面子都被这堵车丢
光了。”他觉得，逢年过节必堵车的现
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村里到了该建
一个像模像样的停车场的时候了。

正月初二下午，在村晒场这个临
时停车点，陈式会和乡贤陈长恩、陈
柱友等聊起了堵车的事，大家一拍即
合，决定筹资建设停车场。大家立说
立行，陈式会家三个兄弟带头捐资1.6
万元，在教育部门工作的陈长恩出资
5000元。有车的村民纷纷响应，很快
就筹到了5万多元。

苦无集体资金搞建设的村两委

也及时参与进来，帮助协调开展土地
征收。到正月初四晚上，村里就谈好
了一块面积一亩左右的土地征用。
该村还打算向交通部门申请对村口
公路边进行整理，开发临时停车位。
预计停车场和临时停车位建好后，将
能增加至少50个停车位，该村因乱停
车造成的堵车现象将由此得到解决。

截止到正月初六下午，杜家庄村
已筹集到11万元停车场建设资金，目
前捐款活动仍在进行中。陈帮设告
诉笔者，他们打算正月十四一过，就
动手搞建设，尽快把停车场建好。

徐平 陈诚 鲍万利

天台县杜家庄村民自发筹资建停车场治理交通拥堵

乡贤一声喊 堵点难题解

现有葡萄设施大棚和架式
可生产无花果火龙果

舟山启动保护价
收购当地产花菜青菜

春节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
农林大学名誉校长张齐生教授，与该
校竹木加工、竹文化等相关学科领域
的专家来到龙游县等地，给当地从事
竹产业的加工企业、竹林培育的农民
送上“科技红包”，为当地竹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在龙游县的溪口镇、庙下乡、沐
尘乡等竹产业规模较大的乡镇，专家
们深入毛竹林实地查看毛竹经营情
况，走进相关竹加工企业的车间了解
企业发展状况。根据竹农和竹加工
企业提出的竹林培育、竹加工方面的
技术问题，专家们现场为其提供技术
服务，引导当地竹产业走上依靠技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实际行动
助力龙游县打造全省竹产业示范县。

“受国际国内整体形势影响，近年
来竹产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竹
材价格下降，而人工成本又在上升，竹
产业只有实行供给侧改革，通过创新
开发出新的主产品，不断提升竹加工
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得到更好的发
展。”通过实地调研，专家们为当地竹
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思路，如
利用竹材加工剩余物进行发电、探索
开发以竹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等，受到
了林业局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为更好地了解当地竹产业情况，

专家们还深入当地的欣远竹木制品
公司、创伟竹业公司等知名的竹材加
工企业的车间。大家发现，当地不少
竹加工企业提供的还是竹材初加工，
如果不创新技术，竹加工企业利润微
薄，产业的发展未来也不容乐观。专
家们围绕新型产品开发、生产过程中
的污水处理、竹材剩余物处理等方面
的内容，为当地竹产业如何更好地转
型升级出谋划策，并针对相关企业自
身供给侧改革提供技术咨询。

近年来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竹产
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助力竹
农、竹加工企业实现供给侧改革，减
少客观因素对竹产业发展的影响，浙
江农林大学木材学科、森林培育学
科、竹类研究所的不少专家教授，主
动放弃了寒假休息，分赴浙江各地以
及浙江周边省市，向广大农民群众发
放由竹林抗寒知识、竹林管理技术等
组成的“科技红包”，并手把手地指导
农户，如何对竹林按照配方进行科学
施肥，从而提升竹林经营效益。

在临安市太湖源镇高云村，浙江
农林大学竹类研究所教授桂仁意，带
领学生在竹林下进行了土壤检测、现
场调研，为当地的竹农送去了“竹类
综合效益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推广”的讲座，并实地为竹农讲解了

肥料中的各元素对竹子生产的影响
等问题。他还结合高云村历年施肥
量的调查资料，总结出高云村竹林退
化的原因是施肥量偏高，并建议竹农
要个体化定量施肥，要积极选择控释
配方袋装肥作为竹子的营养套餐。

从事竹子研究的高培军教授，春
节前，他的不少时间是在衢州等地的
竹林里度过的，他给竹农们送上各种
形式的“科技红包”：不是指导农民经
营管理竹林，就是帮助竹农选育优良
的竹子品种，并积极引导竹农种植黄
精、白芨等林下作物，进一步提升竹林
经营效益。高培军觉得，作为一个农
林科技人员，只有把科研成果播撒在

“三农”大地上，让自己的科研成果造
福群众，才是自己最大幸福。

据介绍，利用寒假放假期间开展
科技服务，为广大农民送上一个个

“科技红包”，现在已经成为浙江农林
大学专家教授们的共同行动。与竹
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样，寒假至
今，浙江农林大学的很多教授，并没
有利用寒假期间回家，而是把这个假
期当作服务群众的的好时机：他们带
上科技资料、带上最新成果，走出学
校、走出实验室，给全省各地的农民
送上了一个个“科技红包”。

浙江农林大学社会合作处处长

戴文圣教授认为：“寒假期间，不少专
家教授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技服务，
在服务群众的同时，也实现了农林高
校研究人员的价值。高校的专家教
授，既是老师也是科技人员，寒假期
间老师学生放假，但是科技服务却不
能放假。对于广大专家教授来说，利
用假期给农民送‘科技红包’，利用科
研成果积极服务社会，才能得到社会
的肯定，这也是社会赋予高校科研人
员的职责。”

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周国模认为：
“作为大学老师，教学科研固然重要，
但是将科研成果送到农户家门口，面
对面地指导农民种植技术，手把手地
将科技成果传授给种植大户，同样是
高校专家教授的职责。利用寒假开
展科技服务，为农民、为农林企业送
上‘科技红包’，早已成为我校农林专
家教授们固定的寒假作业。”

他说，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农林大
学，浙江农林大学一直秉承“立足浙
江 服务三农”的办学宗旨，要求专家
学者把论文写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
大道上，把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农民解
决实际问题，为农林产业发展贡献力
量，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责任和义
务。 陈胜伟

“科技红包”送到竹林送进车间
浙江农林大学农林专家寒假科技服务助竹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