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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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从有关单位获悉，湖州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湖州市南太湖
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中心、长兴意蜂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共建的湖州蜂
业研究院近日签约。

湖州蜂业研究院以开展蜂种选育
繁育、蜂媒授粉模式集成、蜂新产品新
器具开发、蜂疗养生休闲开发研究为
主，同时开展养蜂培训、新技术新产品
示范推广，实施专利及成果转化，培养
蜂业技术人才等重点工作。

据介绍，此次合作，将推进浙江大
学与湖州市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
示范区建设，为促进湖州市乃至全省蜂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将更好地
提升湖州市蜂业产业的养殖效益和市
场影响力。 赵新荣 任彤

为解决农村金融支付服务“最后一
公里”问题，衢州市柯城农商银行积极推
动辖区机构开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
作，每个行政村设立至少一个助农服务
点，运行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推动业务规范发展，提高
服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柯城农商银
行全体客户经理组成助农服务点志愿
者走访队，对全行150多个服务点进行
走访，主要检查助农点的环境卫生、机
具布局、手续合规情况，要求助农点布
局合理，办公室保持整洁，机具使用正
常，指示牌、公示牌齐备，台账登记及时
真实等。

活动从 2 月中旬开始，到 3 月初结
束，此次共计有70名志愿者参与到走访
工作中，通过两周的初期走访，发现的主
要问题有：服务点功能发挥不足，百姓需
求未得到有效满足；服务点管理不规范，
风险防范有待加强：一是服务点从业人
员的金融知识及业务技能有待提高。部
分服务点存在未登记助农取款业务台
账、台账信息登记不全、未妥善保存业务
打印凭证、超限额取款等问题；二是农民
安全用卡意识有待强化。目前办理业务
的大多数为农村老年人，其金融知识匮
乏，安全意识淡薄，对银行卡的密码保护
意识不强。调查发现，部分村民取款时
会将密码告知服务点从业人员代为操
作，本人操作时也未采取遮挡密码等保
护措施，一旦银行卡被复制或丢失，将给
村民带来经济损失。

据了解，下一阶段，柯城农商银行
助农点工作将从全面推广阶段转变为
规范发展阶段，管理手段也将从粗放式
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通过合理调控
布局、细化管理措施、强化监督检查等
手段提升服务点质量，推动助农取款服
务可持续发展。 汪梦云

2月18日，中央电视台10套《我爱发
明》栏目播出了余姚市圣颖食品机械厂厂
长陈兴焕潜心钻研发明多功能切菜机，给
酱菜深加工带来革新的《又见飞刀》。

陈兴焕是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村的
一名普通农民。1987年，19岁的他应征入
伍到宁波东海舰队服役。退伍后，懂得一
些汽车维修技术的陈兴焕就在村庄附近
开了一家维修店，专门为村民们维修拖拉
机等农机设备。就在这段时间里，陈兴焕
经常能看到当地的酱腌菜生产企业在大
量用手工把榨菜、雪菜等菜品切丁、切段、
切丝、切片，还让农民工们加班加点赶产

量。他深感这种做法费时费力，不仅劳动
强度大，而且效率又低，就渐渐萌发了要
研制自动切菜机的念头。“因为我们这里
是榨菜、雪菜的产区，大都是用人工在切
菜，发现切菜机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我
就想研究这种切菜机，希望能减少劳动
力。”陈兴焕说。

1994 年，陈兴焕在经营农机维修店
的同时，又创办了小曹娥兴颖食品机械
厂（现为余姚市圣颖食品机械厂），他决
定要和他的妻子一起，共同研发和生产
自动切菜机。然而，说说容易，做做难，
这样一个门外汉想要研发切菜机，谈何

容易。刚开始时，陈兴焕把其他厂家生
产的切菜机都买回来，一个一个的将零
件拆开来，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最后，去
掉不合理的设计，把人家的优点留下来，
再加上自己的改进方法，仿造出更加先
进的切菜机。陈兴焕说：“在做的当中发
现哪里不足，逐步改进。后来我又到台
湾、日本去考察，看到人家的设备哪里有
优点的，就把它学习过来，再用到我们切
榨菜、切咸菜的机器上面来。”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20多年持
续创新，如今陈兴焕已经研发出了数十
个大类、数百个品种规格的切菜机。特

别是去年新推出的一款多功能切菜机，
采用了弯刀旋切技术，能快速高效完成
酱菜初加工，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深受
广大客户的好评。目前，该切菜机已获
得了国家发明专利。陈兴焕说，“一般一
台机器至少可以抵二三十个人，这样对
客户来说就降低了成本，工人的工资可
以少支付了。”

如今，陈兴焕研制的切菜机等产品已
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年产值达1000万
元以上。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了国内规
模最大的酱（泡）菜机械生产企业，并获得
了5件国家专利。 王文苗

“池塘、滩涂养殖前清塘
清涂不能使用三唑磷、敌敌畏
等违禁农药，可以使用生石
灰、漂白粉、菜籽饼，也可以使
用船耕机等物理方法……”

近日，玉环县海洋与渔
业部门邀请台州市水产技术
推广站副站长罗华明高工，
就水产养殖清塘技术对当地
基层渔技员和水产养殖户开
展培训，当地 60 多名基层渔
技员和水产养殖户参加此次
培训。

培训会上，罗华明通过剖
析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深
入浅出地介绍池塘、滩涂养殖
前正规的清塘清涂方法，清塘
后至放苗的间隔时间，放苗前
小范围试苗，以及使用生石灰
等方法的注意事项等。

近年来，玉环县沿海少数
水产养殖户贪图方便和清理
效果，在放苗前，使用三唑磷
等农药进行清塘清涂，以图杀

灭大量潜伏的各种致病菌和
寄生虫，以及其他因池塘注水
而进入池内的有害鱼、杂鱼
等，此举不仅损害海洋与渔业
水域生态环境，也对水产品质
量安全带来严重隐患。近年
来，常有上游池塘滩涂使用违
禁农药清塘清涂，下游池塘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引水进池
塘，造成池塘内养殖的鱼虾大
量死亡，因此引起当地政府高
度重视。

为此，经过前期的调查
了解和摸底，玉环县制定了
水产养殖清塘清涂用药专项
整治方案，明确此次整治的
区域为全县各围塘养殖区和
滩涂养殖区，重点为严厉打
击水产养殖中使用违禁农药
清塘清涂的行为，严厉查处
违法违规出售违禁农药给水
产养殖企业（户）的生产经营
单位。此项工作将贯穿 2017
年全年。 倪建军

时下，正是种植果蔗的季节。然而
在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占堂村陈贤飞
的一个个大棚内，却是一片碧绿，一株
株有半米高的果蔗长势喜人。据陈贤
飞介绍，种大棚果蔗比春季露天种植的
果蔗可提早2个月上市，每株出售价格
也比春季露天种植的果蔗高出一倍以
上。他今年种的12多亩大棚果蔗，在9
月份就可上市销售，预计每亩收入在
8000 元以上。图为陈贤飞在大棚内给
果蔗除草、疏芽。 金曼春

开化县音坑乡倾心家庭农场采用有机肥种
植草莓、甜瓜、无花果等四季水果，可供游客现场
采摘，并在路边摆摊销售。眼下正是草莓采摘旺
季，吸引了周边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仅水果一
项，农场年收入就达40万元。

开化县是国家生态公园、首批国家级生态保
护与建设示范区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
区。图为游客正在该农场开心地购买草莓等水
果。

齐振松 汪祥

治水和富民联动，天台县白鹤镇一镇、一溪、一产业互相牵动

白鹤的袜子出去了，左溪的清水回来了
早种果蔗效益高

湖州成立蜂业研究院

柯城农商银行
村村设有助农服务点

陈兴焕:从乡村走出来的发明家

玉环
整治清塘清涂用药

生态水果现采现卖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商户李明强来到
天台县白鹤镇袜业城批发袜子，顺便来到
十几年常打交道的袜业村——左溪村走访
老客户。李明强记忆中的左溪是条不忍睹
视的“黑臭河”。眼下正值枯水期，出现在
他眼前的却是清澈的溪流、干净的河床。

全长约10公里的左溪，流经白鹤镇境内
苍蒲坑、岭跟、左溪等10个行政村，沿溪而居
的村民占了全镇人口的1/6。袜业发展富了
一方百姓，却曾使左溪清流一度蒙垢。

变化来自于该县近年来持续开展的
“五水共治”行动。该镇以治水倒逼着沿
岸“低小散”型的家庭小作坊转型，从而推
动了整个袜业产业步入规范化轨道。目
前，该镇袜业商户达 1500 多家，沿溪有 4
个村被评为“中国淘宝村”，全镇线上销售
超10亿元。

连年整治 治污起效

在发展之初，白鹤镇的袜业就有“低
小散”的特点，以家庭加工生产为主，产业
链短，家家户户做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染
色、定型工艺。在“全民制袜”的浪潮中，
大量的废弃丝织物被村民就近扔进左溪，
加上染袜加工产生的废水，左溪变成了有
名的“垃圾河”“黑臭河”。

左一村村民陈帮设住在左溪岸边，他
目睹了左溪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一
路的变化。陈帮设回忆说，小时候经常到
左溪玩水抓鱼，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很干

净，可以喝。随着上游袜业的兴起，他家
朝溪的窗户几乎成了摆设，“那时不敢开
窗，很臭。十多年了，水的颜色是黑的，洗
个手都会起疹子、发痒。”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从2007年开
始，左溪周边村主要村干部及部分村民代
表开始直面左溪袜业水污染环境的问题。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
全其美”，各方形成了以整治促提升的共
识。县环保局也为彻底改善左溪水环境
质量，使出了“杀手锏”，决心为左溪出境
水质符合地表水Ⅱ类标准的目标而战。

当年，该县共取缔重污染非法印染加
工点18家，督促相关企业清理工业废弃物
40多吨，建成一套日处理能力达160吨的
废水设施。

经过多年的持续整治，左溪流域生态
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但水质时好时
坏，污染随时死灰复燃。尽管水质在好
转，但群众的期望值也在提高，他们迫切
希望左溪完全重现“儿时记忆”。

壮士断腕 毅然决然

针对粗放型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教训，白鹤镇党委、政府有心扭转这一
现象。该镇在开展左溪综合整治的同时，
也在思考袜业的转型。为此，该镇专门邀
请浙江工商大学连续做了三年的产业分
析报告。

根据产业调查，左溪沿线的农民约有

七成收入来自于袜业加工生产。在镇里
看来，群众是依靠袜子脱贫的，清理整顿
只是第一步，必须治水和富民联动，使整
个袜业迸发新的生命力。

就在产业调查之际，轰轰烈烈开展的
“五水共治”行动给了白鹤袜业产业转型
最好的契机。

2014 年，该镇投入了 100 多万元专
项资金整治左溪，首先关停溪边 2 家大
型印染厂并搬迁。对以袜业为支柱产
业、经济并不发达的乡镇来说，一下子
关停两家营业额千万级的印染厂，可谓
壮士断腕。

在解决“大头”后，再集中火力整治
“低小散”。镇里先后出动挖掘机、铲车等
机械设备60多台次，清理垃圾总量560立
方，封堵污水直排口22处，重点整治垃圾
倾倒点 86 处，沿岸 1200 多家小型家庭作
坊全部完成整治。

被关停的印染厂，根据规划安排，搬
迁至镇工业园区内，共斥资近6000万元，
新建了厂房、升级设备。设备升级后，印
染能力达到20吨/天，废水处理能力达到
1000吨/天。

转变理念 转型提升

多年积弊的家庭式作坊生产和经营
模式，在经过彻底整治后，市场化体系开
始建立，“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长期
对立被化解，袜业走上了正轨。

在集中力量整治之际，该镇在上三高
速出口附近建起了袜业新村和袜业城，把
原来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实行规范化
管理。

去年5月，白鹤国际针织袜业城矗立
在了左溪畔，该项目总投资3.6亿元，规模
超10万平方米，是一个集产品交易、品牌
展示、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化专业批发市场。

有了项目支持，镇长徐威的底气更足
了。他说：“镇里在抓好产业扶持的同时，
坚持用大项目来推动转型升级，改善整个
产业布局、市场建设，不断提升品牌优势。”

镇里将针织袜业作为镇商贸产业发
展的突破点，设立袜业产业专项扶持资
金，出台袜业产业扶持政策，成立天台针
织袜业行业协会，全力打造“白鹤”牌袜业
品牌。

在该镇电商邵昌兴的“罗莎袜业”工
作室，销售团队成员桌前的打印机不歇气
地打印着快递单，多的时候每天有8000个
快递包裹从这里发向全国各地。单从包
裹量，就不难计算出该团队一年的销售
额。镇里搞的整村光纤入户项目，已经改
变了当地的经济生态。

如今的左溪重又恢复原貌，邵昌兴常
会从沿溪的县道经过，这里青山绿水自成
景。一镇、一溪、一产业，互相牵动，作为
一名袜业电商，他已学会共同进退，“左溪
的水回来了，白鹤的袜子出去了。”

徐平 陈再明 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