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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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浙江省湖州、临安等地的
调研发现，当前市场对休闲农业的需
求十分强劲，休闲农业正迎来爆发式
增长。建议在国家层面全面梳理完善
支持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制定
推行休闲农业发展国家标准，推动休
闲农业更好更快发展。”连日来，在北
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
林大学教授徐秋芳一有时间，就通过
各种方式和渠道呼吁：休闲农业大有
可为，我国应从多个层面制定完善政
策，推动休闲农业健康快速发展。

休闲农业有农家乐、林家乐、渔家
乐、农场客栈等多种业态，是农业功能
拓展与旅游业交叉融合的一种新型业
态，是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跨界。
未来预测学家格雷尼·莫利托研究认
为，休闲产业将是21世纪最具活力的
朝阳产业。

据湖州市资料，2016 年湖州全市
共接待国内游客 8383.19 万人次，旅
游业总收入 882.54 亿元。其中，乡村
旅游共接待游客 4050 万人次，直接

经营收入达 80 亿元，乡村旅游带动
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639 元，特别是在
湖州德清、安吉等地，带动农民人均
增收上千元以上。

徐秋芳调研后认为，虽然休闲农
业发展的总体形势较好，但由于发展
过快过热，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
题。一是规划统筹相对滞后。大部
分是个体自发行为，许多地方处于无
序发展的状态。大部分精巧度不够，
文化创意不高；农业观光、体验教育
和农村民俗文化等休闲农业产品开
发相对滞后；精心设计顺应消费者需
求的参与性活动、体验性活动的产品
较少。二是要素制约日趋突出。土
地规划、指标等难以落实，村民自筹
资金明显不足，外围基础设施配套等
也需要政策支持和政府投入；从业人
员普遍层次不高，真正懂行的专业性
人才十分短缺。三是管理体制亟待
厘清。休闲农业属于新生事物，由于
社会管理成本较高、上交税收普遍较
少，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对推动休闲农

业发展的积极性不够高，在规划统
筹、资源整合、营销宣传等方面缺乏
整体性。

针对当前休闲农业发展中的问
题，徐秋芳也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
建议：

一是坚持政策引导、有序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支持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措施要细化落地，
其中关于休闲农业的发展，建议从土
地要素、资金保障、人才培养、社会组
织等方面制定专项发展规划，落实具
体政策。

二是坚持以农为本、以文为魂。
主管部门要注重引导各地以发展农业
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就地就业和增收
为核心，同时注重引入文化创意，深
入挖掘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推进乡
村传统文化产品化，变资源优势、文
化优势为经济优势。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要坚持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园一
品，强化区域特色打造，突出自然生态

特色，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
则渔，充分展示自身的独特魅力，坚持
从国家层面制定休闲农业国家标准，
指导各地休闲农业发展。

四是坚持规范管理、优质服务。完
善休闲农业管理体制，明确对口管理部
门，依托互联网，借助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进一步深度融合，全面提
升行业的信息化服务水平，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通过制
定标准、加强管理、引导行业自律等多
种方式，引导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树立
开发与保护并举的理念。

五是坚持创新创意、培育品牌。
鼓励各地以创新创造的理念盘活传统
资源，将农业资源与创意紧密结合，在
农家乐、休闲农园、休闲农庄等基础
上，探索推行“生态+文化”“景区+农
家”等深度开发模式，创新发展休闲农
业活动载体，鼓励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与当地农民深度合作，通过入股合伙、
资源共享等多种途径，牵线搭桥带动
农民发挥优势、创业创新。 陈胜伟

龙游县东华市场监管所新农村服务干部近
日来到该县南部山区罗家乡廖家村烤枝竹木专
业合作社，为他们送来了已成功注册的竹扫帚

“烤枝”商标注册证，助其走品牌兴业之路。
据悉，该合作社 20 多年来收购周边 2000 多

户竹农的竹梢、竹枝下脚料扎成半成品，每年加
工外销各种规格竹扫帚500多万把，其中30多万
把销往香港市场，产值达4000多万元，成为当地
竹农增收主渠道之一。

江友富 项明亮

三门县任山春茶叶专业合
作社种植了 500 多亩茶叶，品种
有“龙井 43”“香山早”“乌牛早”

“安吉白茶”“景宁白茶”等。由
于该合作社实行科学种植，精心
管理，产量高，质量好。“乌牛早”
于3月1日开始采摘，预计亩产干
茶20多公斤，一级明前茶卖2400
元一公斤。图为妇女们在采摘
茶叶。

朱曙光朱芳芳

天台县近日开展专项行动，对圈占
河道建菜园的行为进行集中清理。

在三茅溪始丰街道段，笔者看到
有一段长数百米的堤脚被市民垦为菜
地，种上了青菜、油菜等作物，有的菜
地还设置了蓠笆，铺了塑料薄膜。县
水利水电局执法人员、始丰街道工作
人员一起把可以收获的无主蔬菜拔起
来放到一边，然后用挖机将菜地重新
推平，恢复河床原样。在始丰溪城东
湖段，少数市民甚至在防洪堤堤身上
堆土种菜。工作人员一边向当事人解
释说服，一边快速进行清理。

近年来，该县市民在近郊一带开垦
荒地种植蔬菜的现象比较多见。少数
找不到合适地块的，就打起了枯水期裸
露河床的主意。在该县最大的两条溪
流——始丰溪、三茅溪所流经的城区
段，河床裸露的面积比较大，这也成了
河道附近市民争相“垦荒”的对象。

天台县河道管理站站长庞宇说，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围垦种植农作物，
直接影响到堤防安全、河道行洪安全
和市民自身的人身安全。

“在河道上种菜必须禁止，除了
安全上的考虑，一方面，给蔬菜施肥

和喷洒农药会导致水质污染，另一方
面，经过耕作的河床，土质会变得相
对疏松，在汛期容易因洪水冲刷而造
成水土流失。此外，开垦耕作会降低
河道作为大自然肾脏的‘排毒’功能，
还会破坏溪流原有生态系统，影响水
鸟栖息。”天台县治水办主任陈正华
表示，最近，县里开展了“环境革命”，
以后将把清理河道违法种植作为一
项长期工作来对待。

庞宇介绍，经过两天集中整治，已
清理违法种植农作物面积近4万平方
米。 夏敏 陈再明 徐平

绍兴市上虞区近日召开农业“院地”合作项目可
行性报告论证会，对“数字农业综合平台建设”“上虞
四季仙果(杨梅+蓝莓)产业提升研究与示范”“美丽稻
田示范区建设”“永和镇美丽牧场创建”“现代农业园
区规划提升与实施”“二都水晶种杨梅优良品系筛选
与应用”“区特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规模猪场环境
提升技术集成与示范”等8个农业“院地”合作项目进
行现场论证，并一致通过。

专家组从每个合作项目的立项背景、意义，现有
工作基础和条件，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关键技术等多
方面着手，进行深入细致的质询讨论，一致认为所有
项目目标明确，技术路线和经济指标合理，建议进一
步细化方案，尽快组织实施。

在“上虞四季仙果(杨梅+蓝莓)产业提升研究与
示范”项目论证中，专家组认为，该项目针对该区“四
季仙果”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旅结合、一二三产融合遇
到的难题，以杨梅、蓝莓等特色优势水果为对象，开展
上虞“四季仙果”产业提升研究与示范，对其特色优势
水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辐射带动全区相关产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晓潮 朱克斐

日前有不少城里人来到宁海水车村益陆农庄采
摘水果、品尝海鲜、看露天电影。益陆农庄由水车村
村民陈贤通创办经营，是宁海构建“失土农民创业园”
的其中一个项目。

“‘失土农民创业园’项目旨在解决城镇化进程中
失土农民就业、增收难题，是宁海探索新型农民培育
的新路径。”宁海县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失土农民
创业园”项目由宁海跃龙成人学校提供创业培训平
台，通过开办培训班、邀请专家指导等形式，提升农民
创业能力。

2014年以来，宁海着力打造“失土妇女再就业工
程”，开发了月嫂培训教材与视频软件，聘请宁海妇幼
保健院专家团队讲授专业理论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
先后培训月嫂近1200人。“经过我们培训的月嫂供不
应求，本地的家政公司抢着来签订就业协议，就业率
100％。”

该县还开办了微商创业培训班，邀请专家为50多
名创业女性讲解如何做新微商、微商开单流程技巧以
及团队的管理等知识，引导鼓励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电
商创业，帮助女性同胞在家实现创业梦。

据了解，为解决农民创业资金压力，宁海还提供
创业担保贷款，只要有创业实体并缴纳了社会保险的
宁海籍“失土农民”都可以向人力社保部门申请贷款。

谢良宏 路漫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镇八字桥村
的沃园家庭农场内，蔬菜基地搭建
起的钢管大棚连成了片，田野上充
满了现代农业的气息。随意走进一
座钢管大棚，在外三层、里三层的塑
料薄膜包裹下，里面温暖如春。

沃园农场是柯桥区种植面积最
大、产量最高的“菜园子”，现承包农
田353亩，连栋大棚400多个，并建
起了柯桥区首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点。

大棚里，一脸笑容的菜农沃小
强正忙着上肥浇水。“前些天，我参
加了一场投融资年会，学到了不少

‘真经’。”沃小强拿出手机，翻出了
不少绍兴金融界精英讲课照片，他
说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种菜的也能
与投融资扯上关系。

原来，一年前，沃小强和柯桥一
家专业投融资O2O互联网金融服务
社交平台签了协议，发起了“人人都
可以做超级庄主”的总规模100万元
的众筹，众筹期限一年。让市民通过
最低1万元最高10万元的模式租赁
土地，获得土地里产出的蔬菜瓜果，
并可优惠购买农场的农副产品。

“众筹得到的资金，我用来改
善农场设施，去年新增了30多亩钢
管大棚。”沃小强说，以前因为资金
不足，八九年时间才搭建起 100 多
亩钢管大棚，现在有了众筹，建设
速度大大加快。

去年底，沃小强再次发起众
筹，结果出人意料，有300多位市民
报名，要求也是五花八门。沃小强
顺势推出了到今年底为止的一整
年“私人定制”。

元旦前夕，有市民要求在沃园
家庭农场烧农家菜、办迎新晚会，
沃小强就精心准备，在蔬菜基地里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草根晚
会”。还有市民希望农场能提供饲
养整年的畜禽产品以及年夜饭饭
桌上丰富的蔬菜品种，于是沃小强
就设计出了“年夜饭礼包”。

“其实众筹更多卖的是一种服
务，说白了就是增加农产品的产品
附加值。”沃小强说，通过众筹，在
满足消费者要求的同时，又用消费
者的资金提升了自己的农场，最终
实现双赢。

钟伟许东海

在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形势下，
德清农业如何走出资源困境，在发展
现代农业、增产增效方面实现连年攀
升呢？答案就是：走生态循环的农业
之路。

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蚕桑专业合作
社探索的，就是这样一条生态循环之
路。种桑养蚕是德清中东部农民的重
要经济来源。这几年，由于蚕桑生产规
模化程度低，蚕农分散经营，蚕桑比较
效益不高，农民种桑养蚕积极性下降。
去年以来，富民蚕桑合作社就投入资金
8.63万元，建立牧桑结合生态循环应用
池及管道体系，逐步形成了“猪—沼—
桑”的生态循环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猪产生的干粪通

过堆积发酵成为有机肥，猪尿液、污
水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燃气
使用，沼液沼渣用于桑园基地，实现
了资源循环、污染“零排放”。去年，
蚕茧年产值27.417吨，年总收入89.87
万元，亩桑效益达到1322元。而在生
态循环还未建立前，亩桑效益只有五
六百元。

在德清西部，同样的土地，通过生态
循环后，亩均产出比以前增长了38%。

去年，莫干山天泉菇业有限公司
累计投入近1200万元，开发建设了天
泉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多层面推
广应用立体栽培、节水喷灌、洁净生
产等，初步形成了“节地—节水—洁
净”的综合型循环农业经营模式。

天泉菇业公司总经理陈伟正说，
通过雨水及生产用水回收，实现年利
用水资源6万多立方米，水资源利用率
达 80%以上；香菇栽培所用的菌包年
再生利用菌糠约150吨，按20%~30%添
加比核算可加工复合饲料或有机肥
500~600吨。

2016年是德清生态循环可圈可点
的一年，德清通过验收的生态循环示
范区 1 个、示范主体 10 个、示范点 70
个。由于生态循环农业的兴起，农药
化肥使用量大幅减少，仅去年一年德
清就减少了 165 吨农药、390 吨化肥，
分别完成全年农药化肥减量计划的
343.8%、120.4%。

赵新荣 冯燕萍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徐秋芳如是说

遍地的农家乐渔家乐如何才能真乐
龙游竹扫帚

“扎”出品牌

上虞8个农业
“院地”项目通过论证

宁海
搭建“失土农民”创业平台

三门春茶开摘

天台清理河道违法种植

柯桥菜农
“玩”众筹

循环农业让德清农民“多收了三五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