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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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4日

在最近召开的浙江省剿灭劣Ⅴ类
水誓师大会上，天台作为全省连夺三届

“大禹鼎”的4个县之一，登上了领奖台。
近年来，天台县通过科学治水、工

程治水、精准治水、全民治水，紧盯“母
亲河”始丰溪出境断面水质，一溪领百
溪、百溪联动、责任互锁。至今，始丰
溪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全县114
个监测点位平均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
以上水平。

“河长”“河小二”同步上岗
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全县的1000多

条溪流，许多曾有过蒙垢的时候。在
三年多的全民大治水中，天台壮士断
腕，亮出的治水“组合拳”——疏浚清
污、源头控污、工程截污、生态吸污、制
度管污，降服了条条“污龙”，唤回了条
条秀水。

相比之前几年的大张旗鼓、雷厉
风行，眼下天台兴起的是全民参与式
的日常维护。

晴好的天气里，在天台的各条河
道上，总能看到一些自发组织的志愿
者在河道旁或捡垃圾，或监督截污纳
管等情况。这些“河小二”组成了常态

化治水的强大力量，他们与“河长”一
道，在与每一条河流亲密“握手”中，共
建生态文明。

不管多忙，天台县委书记管文新
都会到河道旁走走、看看，他带头知河
情、知问题、知标识，拿出治理方案、确
定治理工程。“城中河”赭溪是县长潘
军明的巡查对象。平日里，他带着“河
长助手”App，在巡查中将发现的问题
上传网络，督促解决。

当地妇联、团委等组织积极参与
其中，他们发挥妇女、青年的作用，组
成“植绿护绿”先锋队、“河大嫂”服务
队、“多捡五百克”志愿者队伍等“河小
二”队伍，不定期开展巡河，成为河道
上的道道靓丽风景线。

向“0.007”宣战
天台治水，到了苛刻的程度。去

年夏秋，该县始丰溪天然泳场一片欢
闹，当地政府却与河流中一种肉眼看
不到的化学元素较起了真。

去年前八个月，天台—临海百步
村交接断面水质其他指标一直保持在
Ⅱ类水标准以内，独独总磷指标超出
标准 0.007 毫克每升，为 0.107 毫克每

升。出境水质达到Ⅱ类，这绝对是令
全省多数县市感叹的标准，而天台却
为几乎可忽略的“0.007”而亮剑。

“实现‘一溪碧水送下游’，给周边
县市区送去放心水。”天台作过这样的
承诺，崇尚信义的天台必然要努力践
行。

瞄准靶心，精准治水。天台县以
“降磷行动”为载体，抓好“肥药双控”、
全面拆除（关停）禁养区内畜禽养殖
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和重点工程降磷工作，列出问
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对不规范
企业、养殖户进行挂牌销号。该县各
乡镇、街道纷纷立即行动，通过科普宣
教，杜绝含磷洗涤用品使用。

通过精准施策，该县一举拔掉问题
的根子。到去年10月中旬，始丰溪出境
断面水质检测结果优于Ⅱ类标准。

快乐治水，乐享生态红利
凉亭、茶花、清水池、美人蕉……

街头镇埠头村口的这个小景点经常引
来路人的目光。这带“欺骗性”的景致
很容易让人误认为这是一个乡村公
园。实际上这里是该村日处理量62吨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去年，天台县对近百个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终端进行提标改造，增设氧
化塘、建设人工湿地等，一个个原本又
脏又臭的场所，摇身一变为村头一景。

水清、岸绿、景美。进入治水新阶
段的天台人开始在快乐治水中，捕捉
商机，吸引游客，畅享生态红利。

良好的水环境，成了一张金字招
牌。石梁镇集云村“山水人家”农家乐
借着山水的光，引来了一拨拨游客。
该农家乐附近有一条水沟，业主张厚
鑫负责自家周边10米范围内的沟渠整
治。送走客人后，他便会习惯性地到
水沟里看看有没有垃圾。

最易被忽视的小微水体，是打通
全域治水“毛细血管”不可缺少的一
环。像张厚鑫这样的“十米河长”，目
前已在全县逐步推广。他们不单每天
两次巡查，还主动做好美化、绿化。

治水，治出生态红利；转型，转出
“美丽经济”。该县依托良好的生态资
源，已兴办农家乐300多家，去年乡村
休闲旅游共接待游客 442.87 万人次，
营业收入2.26亿元，同比增长25%。

夏敏 张清秀 徐平

精准治水，天台连夺三届“大禹鼎”

24小时气象精细化预报，气象观测自动化水平
达到90％……日前从宁波市气象部门获悉，宁波已
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

早在2012年，宁波就被列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
气象现代化建设试点市。

24小时精细化预报、城市分区域预报、自动站
格点雨量、山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库流域面雨
量……经过多年建设，宁波无缝隙精细化预报产品
不断丰富，气象现代化呈现出实在成果和效益。一
个个代表气象新业态的应用平台不断建成，“智慧
气象业务服务系统”、“气象私有云”业务平台、新版

“宁波气象通”、气象信息实时共享平台等，相继投
入应用。

目前，宁波气象灾害监测实现全覆盖，气象观
测自动化水平达到90％。近几年来，气象部门推进
无人值守的自动气象观测站建设，并向边远乡镇、
港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倾斜，实现全市乡镇（街
道）全覆盖，将自动站平均密度缩小到5.7公里，重
点区域小于3公里。同时，宁波市气象局建立健全
面向气象敏感性行业的针对性气象服务体系；根据
区县（市）产业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成立了港
口、旅游、农业、渔业、生态、环境、海水养殖等特色
气象中心，基本形成满足宁波经济社会需求的专业
气象服务体系。

有关数据显示，通过部门共建共享等方式，全
市共有6781块（个）电子显示屏、大喇叭每天实时滚
动发布气象信息，公共场所气象信息接收传播设施
普及率达到8.9个/万人。全市每天向350多万个手
机用户发送气象信息，每天通过22套电视气象节目
和2万多个农村广播发送气象信息，每天为2.5万个
灾害应急平台和决策用户发送气象短信，开展直通
式服务。 谢良宏 路漫

宁波气象观测
自动化水平达到90％

开化县武军家庭农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70万
元支持下，拥有130多亩花卉基地，建有连栋大棚18
个、单体大棚52个，种有香水百合、非洲菊、郁金香、
红玫瑰等多个品种的鲜切花。据统计，该农场仅花
卉一项，年收入达200多万元。这些鲜花销往上海、
杭州、江苏、河南等20多个省市，供不应求。

齐振松 徐忠明

来自白俄罗斯、芬兰、法国、波兰、约旦、伊朗、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30多名留学生，近日走进义乌
市毛店茶园学习采摘茶叶，了解茶树的生长过程和
茶叶制作工艺，感受浓浓的中国文化魅力。

毛店是义乌市春茶主产区，现有茶园面积约
6000亩。当天，留学生们与当地采茶女一起，腰系
茶兜，抱着装有新鲜茶叶的竹篓，巧手不停地在茶
树枝上采摘嫩叶，在茶园大课堂里增长新见识。

龚献明

开化鲜切花供不应求

外国留学生
体验茶文化

4月10~12日，以“凸显白茶文化”为主题的2017
中国白茶文化节在安吉县溪龙乡举行。

“中国白茶之乡”溪龙乡位于安吉县东北部，是
安吉白茶的主产区。被赞为“一片叶子富了一方人”
的白茶，现在已成为溪龙农民的“致富茶”和“幸福
茶”。当年的千亩无公害白茶基地，如今已发展成以
万亩白茶生态茶园为基础，集生产、加工、观光、休
闲、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安吉白茶产业主导示范区，
园区内有14家茶企通过有机茶认证，29家茶企通过
绿色食品认证，17家茶企通过无公害认证，主要休
闲农业项目包括茶园观光、白茶文化展示、茶事体
验、户外拓展等。

据介绍，安吉白茶早春幼嫩芽叶呈玉白色，经

脉翠绿，形如凤羽，鲜活油润，汤色清澈明亮，香气馥
郁，滋味鲜爽甘醇，氨基酸含量高达5%~10.6%，比普
通绿茶高2~3倍，而茶多酚少一半，独特的高氨低酚
成为绿茶中的珍品，极具营养和观赏价值。安吉白
茶经过三十余年的繁育推广，如今已拥有17万余亩
的茶园，年产量1800余吨，产值超22.6亿元，为全县
36万农民人均增收6000元。

安吉通过举办茶园动态茶服秀、茶园茶席交流
展、茶园亲子采摘、茶园摄影采风、白茶手工炒制技
艺展示和戏茶舞表演等一系列高端时尚互动性强白
茶文化节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旅的融合。

本报记者 孙常云

浙江省农业厅近日公布了全省第一批农业“机
器换人”示范乡镇（园区）、示范基地创建名单，三门
县1个乡镇、5个示范基地榜上有名。

健跳镇荣获示范乡镇称号，三门罗黄农机化专业
合作社、三门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三门绿毫茶叶专
业合作社、三门富达果蔬专业合作社、台州市金泽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荣获示范基地创建单位称号。

近年来，三门县农林局坚持“粮食增产、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方针，以加快推进农业领域“机器换
人”为宗旨，以安全生产促进全县农机化发展为目标，
狠抓农机春耕备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种，规范落实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强化农机安全
监管，加强农机技术人员培训，全面提升农机化装备
水平、作业水平、安全水平、科技水平和服务水平。

到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30.1万千瓦，大型
拖拉机 176台，水稻插秧机 53台，联合收获机械 264
台，粮食烘干机 180台。全县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5.1%，农田节水灌溉、设施农
业生产机械化、机械植保和秸秆综合利用等节本增
效技术的推广应用面积，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朱曙光 王亚君 李苗苗

安吉举办白茶文化节

三门五基地成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