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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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块块油菜花田间“描绘”出两颗
爱心或是“写上”marry me。凭借着浪
漫创意，青田县小舟山乡“油菜花庄园
DIY”迅速走红网络，并由此荣膺全国休
闲农业创意精品展金奖。

3月26日，以“传承诗词文化，发展乡
村旅游”为主题的 2017 创意油菜花主题
游暨首届“诗画小舟山”古诗词大赛在青
田县小舟山乡举行。

小舟山乡距青田县城 26 公里，海拔
400米的山坡上有4000余亩梯田，是浙南
保存最好的梯田之一，田野里恣情开放的
金黄色油菜花与层层叠叠的梯田交相辉
映，成了一幅最美丽最自然的彩色画卷。

据介绍，小舟山的创意油菜花始于
2013年。当年3月，有人在梯田上种出了

一片心形的油菜花，被网友称为“那是被
爱神之箭击中的两颗爱心”。 9月，同一
块田上，“marry me”(嫁给我)求婚稻田
再次成为亮点。

这些创意油菜花给小舟山乡政府带
来了很大的启示。在众多游客聚焦于浪
漫的同时，小舟山乡政府思考，能不能利
用闲置土地，将农业创意耕种规模扩大，
打造一个创意油菜花庄园呢？

“农民种油菜花除去成本，每亩净收
入约1000元，但如果搞创意种植，将会带
动农家乐、农产品等其他产业发展，经济
价值将大大提升！”小舟山乡乡长何琪华
说。

每年 11 月水稻收割后，农民都按照
设计好的图案进行播种，待到来年油菜花

开时，各式图案呈现在层层叠叠的梯田
中，被人誉为“最浪漫的油菜花田”。

创意油菜花也吸引了徐悲鸿弟子何
玲娟女士在这里玩转大地艺术，2016年，
一匹“奔马”在油菜花田地里仰头嘶叫，小
舟山的名气也随之远扬。

在梯田上方，一座投资 3000 万元的
三层全透明玻璃咖啡屋已经建成营业。

“坐在咖啡厅里，手捧咖啡，看看书，看看
外面的梯田，感觉蛮好。”来此旅游的叶小
姐说。

咖啡屋最大的股东是 35 岁的邹仁
爱，他已经投入了近2000万元的资金。

1982年，邹仁爱出生在小舟山乡，“河
里的鱼、梯田里的稻子以及永远的蓝天，
在我的记忆里无法忘却。”邹仁爱说。

初中毕业后，邹仁爱去了县城念书，
之后去外地念大学，有了自己的旅游规划
公司。“但家乡的泉水味道，一直隐藏在我
心里最深处的那个地方。”

小舟山的创意油菜花田声名鹊起后，
小舟山乡政府和邹仁爱的公司联手做起
了小舟山的旅游规划。乡愁加上旅游产
业的前景，让邹仁爱决定回乡创业，十多
个志同道合的小舟山人迅速聚拢在一起，
他们决定共同出资一亿多元，打造家乡的
旅游产业。

“青田是侨乡，当然要有咖啡，坐在咖
啡厅里，看着窗外的梯田油菜花，再加上
小火车等娱乐项目，我相信能吸引很多游
客过来观赏。”邹仁爱对前景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周洁

近日，金华市2017~2021年投资2679
亿元的浙中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举行集
中开工誓师大会。

浙中生态廊道以总长约 396公里的金
华江流域干支流为脉络，东起磐安，西至兰
溪，包括武义江、东阳江、义乌江、金华江、
兰江、衢江以及浦阳江等流域区域，连接全

市各条支流和“毛细血管”，连通全市门前
沟渠池塘，规划范围总面积约830平方公
里。2017~2021年浙中生态廊道建设计划
实施项目 853个、总投资约 2679亿元。

图为在武义县泉溪镇下宅口设立的
浙中生态廊道建设项目集中开工誓师大
会分会场。 张建成

2679亿元打造浙中生态廊道

在开化县音坑乡杨家村乌角丘的
一个养殖场里，300 多头杂交山羊没出
开化就被一销而空。

该养殖场建于2013年8月，通过当
地信用社贷款，在杨家村乌角丘流转山
地，建造了1000多平方米的羊圈。山羊
吃的是豆腐渣、酒糟、菜叶及山坳里的
青草等，属纯生态山羊。

目前养殖场内的300 多头山羊，大
多是需要要饲养几个月才能出售的小
羊。 齐振松 应震

黑毛香猪、稻田鱼、野生葛根……3
月21日，贵州省台江县县长杜贤伟带着
一批独具黔东南地区特色的农产品来杭
州招商引资。

在当天举行的2017中国台江苗族姊
妹节新闻发布会暨台江县招商洽谈会和
旅游产品、农产品推荐会上，琳琅满目的
当地特产盛装亮相，赢得参会者竞相品
尝抢购。

在推荐美食之余，活动现场，杜贤伟
还向杭州市民发出诚挚邀请:赴贵州台江
参加一场“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苗
族姊妹节。

台江苗族姊妹节是台江县老屯、施
洞一带苗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
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清水江畔的苗家
少女们，身着华丽的苗族盛装，手挽着
装着五彩糯米饭的竹篮，与小伙子们郊
游踩鼓、“游方”（苗语“谈恋爱”之意）对
歌，赠送藏有不同物品的姊妹饭传情达
意，被誉为“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藏
在花蕊里的节日”。届时苗族青年男女
穿上节日的盛装，聚集于榕江、杨家、偏
寨，欢度这个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佳
节。

苗族姊妹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1998年以来由台江县委、县政府主办，今
年是政府主办20周年，为了让游客体验
最浓郁、最淳朴的苗族风情文化，今年的
中国苗族姊妹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活动周期将持续近一个月，是历届姊
妹节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内容最丰富、亮
点最多，特别是苗族文化乡村旅游最值
得体验的一次。

2017 年中国苗族姊妹节以“相约台
江·爱在苗乡”为主题，共有15项子活动
及5项延伸活动，涵盖苗族传统“游方”、
姊妹节盛大开幕式汇演、苗歌大赛、千名
绣娘共织画卷、苗族盛装游演、伦敦圣马
丁学院台江之旅时装走秀、乡村苗族文
化原生态体验游等。

发布会现场，台江县投资促进局局
长龙运红作了项目推介，现场多家企业
签约合作，签约资金达5.2亿元。

台江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全
县苗族人口占比98%，是全国、全世界苗
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苗族文化保存完
整，有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7个
中国传统村落，森林覆盖率67.71%。

本报记者陈路漫 金乐平通讯员 赵林

“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苗族姊妹节即将举行

到台江体验一把苗族文化乡村游

养过青蟹、鱼虾、贝类的养殖尾水不
用外排，只需在旁边的设备里“走一趟”，
就可以继续用于水产养殖。日前，台州三
港海水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进一台纤维尾
水处理器，将养殖尾水处理后循环利用，
让试验塘率先实现了尾水零排放，达到节
能增效的效果。

四五米高、蓝色圆柱形……近日，笔
者来到位于三门县花桥镇的台州三港海水
养殖专业合作社时，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
眼前。只见它紧紧挨着养殖塘一侧，浑浊
的尾水正不断被吸入一根管子，进入它的

“肚子”，很快就变成股股清泉，顺着另一根
管子流回到养殖塘，它就是纤维尾水处理
器。

“养塘先养水，这是水产养殖的关
键。”台州三港海水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柯孔柱告诉笔者，未经处理的养殖尾
水中含有大量氮、磷等成分，是水体富营
养化的主要成因。而该设备采用目前最
新的纤维处理技术，能大大降低水中污
染物含量，经过过滤处理，原来的“脏水”
马上变得清澈无比。水质干净了，水产
品的发病率大大降低，经济效益自然提

高。
“去年7月份，我们花费了近30万元

引进这台设备。”柯孔柱笑着说，经过一段
时间试用，目前合作社有 10 多亩养殖塘
已正式共用这台纤维尾水处理器。柯孔
柱还算起了一笔“环保账”：尾水零排放除
了有利于养殖户养殖、保护当地水环境，
还能起到很好的节水和蓄水功能。按原
来每月需换水两次计算，这 10 多亩养殖
塘便可节水2.67万吨。同时，因为可以循
环利用，也不用担心小潮时海水水位过低
导致养殖塘出现无法正常蓄水的问题，可

谓一举多得。
“近年来，我县积极引导养殖户探索

养殖塘尾水处理技术，目前已采用红树林
过滤等方式对养殖尾水进行生物处理，效
果也比较明显。”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水
产技术推广站站长陈丽芝说，“通过纤维
尾水处理器设施对养殖尾水进行处理，这
在我县并不多见。实践表明，台州三港海
水养殖专业合作社纤维尾水处理器效果
很好，今年我们将在全县养殖塘逐步推
广。”

朱曙光范建勋 朱芳芳

养殖塘装上“净水器”，既治污又增效

日前，浙江省林业厅组织评选出全省
林业信息化十佳单位。说起近年来林业
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龙泉市林业局等
获奖单位不约而同十分感谢浙江农林大
学：该校近年来不断创新培养模式，在林
业信息化人才培养中主动对接政府、产
业，助力地方全面提升林业信息化人才的
应用能力，而且为林业信息化发展培养了
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受农林行业特殊性影响，林业 IT 技
术应用型人才却严重缺乏，林业信息技术
应用系统的深度开发和应用，已经成为信
息化发展的一块短板，严重制约林业现代
化的发展。

那么如何加快培养林业行业IT应用
型人才呢？浙江农林大学立足于信息工程

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两个专业，将林业信息技术课程嵌
入这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全面实
施林业IT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着力为林
业信息化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该校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方陆明
教授介绍说：“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解决林业IT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一
是政产学对接，进一步明确了林业信息技
术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和规范；二是政产
学共谋，形成了系统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方
案；三是政产学共建，完善了教学体系，提
高了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使实践
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四是政产学联动，协
同校内外多方资源，切实有效地实施人才
培养方案，发挥行业特色与优势，有效利

用社会资源。”
从2008年开始，浙江农林大学通过一

系列举措，着重解决了林业院校信息类专
业“培养什么样的人”与“如何培养”的问
题，并从学生就业能力和水平、社会认可度
等方面证实其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具有学
校特色的“基于林业行业的IT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具体包括林业信息化教学
子模式和校内教学科研实践团队子模式。

林业信息化教学子模式包括定制式
班和嵌入式班。定制式班包括从定制班
启动到赴校外基地实习等共 8 个主要培
养环节；嵌入式则在原有培养方案中添加
林业信息技术特色课程群，兼顾了林业
IT应用的“专才”与其他领域的“通才”的
协同培养，保证林业IT应用“专才”充分

供给的同时又能满足社会的普遍需求。
此外，校内教学科研实践团队子模式由教
师牵头，以四、三、二年级本科学生、研究
生为对象组成林业信息技术教学科研实
践团队，学生成员每年滚动更替。

从 2008 年采用这两种培养模式以
来，浙江农林大学已有 1075 名学生受
益。与普通学生比较，定制式班培养的学
生在林业单位就业更具优势，毕业后比一
般同学平均月薪高出27.5%。嵌入式班采
用团队式校内外导师指导，要求有林业单
位实习和实践经历，需要修读林业特色课
程学分，具有就业面宽的特点，除比一般
院校培养的IT人才在林业单位就业更具
优势外，同时也具备在其他 IT 行业就业
的强竞争力。 陈胜伟 霍婷婷

青田小舟山农业创意耕种玩转大地艺术

创意油菜花引来乡贤亿元投资
生态山羊，俏销

浙农林大创新模式培养林业信息化高素质人才

这些天，绍兴市柯桥城区厨余垃圾
处理中心关键设备——容量达800吨的
厌氧罐安装进入收尾阶段，从4月起可
制造沼气。这标志着绍兴首个垃圾分
类循环体系即将投入使用。今后，柯桥
市民家里的厨余垃圾将被废物利用，成
为生产沼气的原料。

今年，柯桥区投入500万元，启动建
设厨余垃圾处理系统。居民家里的厨
余垃圾，经收集并运到厨余垃圾处理中
心后，先进行分拣，再投入至投料斗，经
过破袋、弹跳筛实现自动筛选，其中的
无机垃圾被传送到垃圾车运走填埋，剩
余的厨余垃圾经过生物质破碎机打成
泥浆状，进入到厌氧罐发酵，制成沼气，
实现资源化利用。

“柯桥厨余垃圾处理已经形成一个
微型循环系统，这是垃圾分类资源化有
效利用的一大尝试。”柯桥城区厨余垃
圾处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1吨有机
物经过厌氧罐发酵后能产生80立方米
的沼气，按目前柯桥每日收集厨余垃圾
60 余吨计，经过一系列处理后能产生
4800 多立方米的沼气。这些沼气可用
于发电，1立方米沼气可以产生2度电，
还可以代替天然气供热，目前柯桥采取
的就是沼气供热。 钟伟 陈丹梅

柯桥建成首个
垃圾分类循环体系

浙江省林学会近日公布了第十七
届浙江省科技兴林奖的获奖成果名单，
由湖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毛竹
林储水自灌溉系统技术与应用研究”

“湖州市乡土树种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
研究”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毛竹林储水自灌溉系统技术与应
用研究”主要通过对竹林老竹采伐、去
除老竹蔸（机械处理伐桩）、伐桩施肥等
营林技术措施，对毛竹林伐桩处理、伐
桩施肥等技术的组合使用，总结出毛竹
林的生态高效培育技术方案。在确保
竹农收益的同时，该项技术措施可大大
减少肥料的投放量，为保护饮用水源地
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还通过毛竹林
立竹密度、伐桩处理和肥料类型等因子
对毛竹新竹数量及大径材比例影响等
基础研究，为短周期工业用毛竹大径材
的培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与技术支
持。近四年来，示范林面积314亩，推广
辐射面积6350亩。

另外，由湖州市林科所参与的“长
兴县笋竹两用毛竹林高效生态可持续
经营技术示范推广”“不同类型毛竹林
高效生态经营技术示范推广”也都获得
了本届科技兴林奖三等奖。

赵新荣 易木

湖州林科所
多项成果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