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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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浙江省科技厅向全省派遣第十三批省科技
特派员赴乡镇工作文件下发，派驻丽水市莲都区的7
名省科技特派员第一时间陆续赶往各乡镇进行项目
调研，并相继完成项目申报。

莲都区共有 7 名省科技特派员，他们分别来自
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农科院、浙江省林
科院、浙江中药研究所等单位。各位特派员通过实
地考察，与所派乡镇领导充分讨论，最终确定了项
目。

浙江大学惠天朝特派员，在考察了老竹镇多个
产业和基地，听取了镇主要领导意见的基础上，最
终确定“高效无公害池塘循环流水养鱼技术与示
范”项目：通过两年时间，初步建成具有 3~5 个现代
高效、生态无公害的养殖池塘；基本具备生产管理、
水环境检测等全程在线实时监控和信息化管理的
物联网系统；建成优质高产、生态友好、环境优美，
集生产与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
基地。

浙江省农科院肖金平特派员，准备利用太平乡
枇杷产业的基础和优势，选定“食用枇杷膏优质高效

生产技术研发”项目，利用枇杷幼果果量巨大，残次
果数量多的状况，把枇杷幼果和残次果开发成食用
枇杷膏，拉长产业链，使太平乡乃至莲都区枇杷产业
向纵深推进，使广大枇杷种植户直接受益，扩大农村
经济收入。

派驻海拔最高乡镇的张文福特派员，积极为农
民探索脱贫致富之路，在充分尊重乡镇领导意见的
基础上，选定香榧和猕猴桃作为产业突破口，对峰源
乡现有主要的经济林进行栽培和抚育提升，旨在通
过帮助农民进行科学管理和抚育，加强技术培训，提
高效益，做好示范，实现扩大种植，有效带动农民增
产增收。

派驻黄村乡的石从广特派员，致力于黄村乡白
茶产业提升与品牌塑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黄
村乡的白茶产业在种植采摘和销售茶青为主的基础
上，形成以种植、采摘、炒制加工、品牌、包装营销为
一体的产业链。

派驻雅溪镇的任江剑特派员，利用雅溪镇有野
生覆盆子分布以及合作社和企业种植覆盆子的产业
基础，准备通过规范覆盆子种植技术提高产量和质

量；收集种质资源，进行品种选育；提高加工技术，做
好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使雅溪镇覆盆子向规模化
发展。

浙江省农科院奚辉特派员，希望在“劣Ⅴ类水”
治理上有所作为，选定“溪鱼养殖污水处理及生态循
环利用”项目，针对水产养殖污水水量大、污染范围
广的特点，将沸石-微生物耦合强化脱氮与人工湿地
技术相结合，重点去除废水中的氨氮等特征污染物，
构建养殖污水净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废水循环
利用的目标，消除污染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真正实现生态养殖。

浙江农林大学斯金平特派员，演绎了一株仙草
的扶贫传奇，建立了一种“不砍树也能富”的铁皮石
斛近野生栽培新模式，在浙江各地推广铁皮石斛高
效栽培技术，使 5 万人脱贫致富，实现产值 20 多亿
元。他准备将模式在莲都复制，引进红豆杉、益母
草、铁皮石斛等药材新品系4个，集成相关配套高效
栽培技术，建立核心示范基地并进行高效栽培技术
辐射推广，开展栽培技术培训，带动农户种植。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陈敏红

6 月 11 日，第二届杨凌小麦文化节在陕西省杨
凌示范区举办，来自河南、黑龙江、山西等10个小麦
种植大省的代表，埃塞俄比亚、汤加、萨摩亚、冈比
亚、津巴布韦、海地、塞拉利昂、肯尼亚、巴拿马、毛里
求斯、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代表600多人参加了文化节
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启东在致辞中表
示，杨凌示范区具备发展小麦产业的科技优势，如何
推进小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全国小麦产
业发展，既是小麦产业从业者和专家的夙愿，也是杨
凌示范区的重要使命之一。本届小麦文化节旨在进
一步弘扬小麦文化、共话小麦产业发展大计，精心安
排了小麦传统收割打碾体验、农用无人机表演、小麦
新品种展示、全国小麦种粮大户表彰、小麦产业发展
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希望参加本届小麦文化节
的各位专家、企业家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将本
次会议开成指导小麦产业健康发展的标志性会议，
在全国小麦产业领域发出杨凌铿锵有力的声音。

截至2016年，我国小麦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处于
历史第二高位。在国际上，我国小麦产量仅次于欧
盟，居世界第二位。

文化节期间还对河南省农业厅推荐的安阳县广
源种植合作社吴章、河北省农业厅推荐的藁城区南孟
镇韩家洼村刘和宾、黑龙江省农业厅推荐的青冈县原
始现代农机合作社丛向喜及伦市凤臣小麦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于凤臣、陕西省粮农集团推荐的陕西省武
功东方农业杨平五位种粮大户颁发了“光荣证”，肯
定他们并通过他们感谢全国种粮大户为我国粮食安
全所作的贡献。

小麦是人类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在古埃及的石
刻中，已有栽培小麦的记载。据考古学家研究，大约
在1万年前，人类就开始把野生的小麦当作食物。我
国是小麦栽培最古老的国家之一。1955年，在安徽省
亳县钓鱼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中，发现有炭化小
麦种子，据此推算，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初期，在淮北
平原就已有小麦种植。

王天玉

杭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教授赵伟
明近日来到地处偏远山区的建德市乾
潭镇罗村村山上，手把手地为现场30
多位山核桃种植大户讲解与指导施
肥、防病治虫、测土配方等科学管理果
园的生产技术，使农户受益匪浅。

近年来，该镇积极扶持偏远山区
农户发展山核桃林业产业，通过流转、
租赁、承包等形式，目前已种植山核桃
8000 多亩，2016 年实现产值达 160 多
万元。随着这项富民产业的经济效益
逐渐显现，种植农户对科学培育山核
桃管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因此该镇
特意邀请杭城林业专家前来村里为农
户现场传授“科技经”，释疑解惑，以更
好地通过科技生产，来发展林业经济，
实现增产增收。

宁文武

山东省栖霞市樱桃熟了！
近日，记者来到栖霞市蛇窝泊镇口子村，只见果

园门口已经停满了好几辆小轿车，来自周边几个城镇
的游客已经在山上摘樱桃和桑葚，边摘边吃，其乐融
融。有几位女士玩累了在果园凉亭里歇息聊天，并把
一篮篮刚摘的樱桃排放在桌上等待过秤付钱。

樱桃园的主人王岩告诉记者，他1994年带领家人
开荒山，种植了七八百棵各种品种的大小樱桃树，这
里海拔400多米，没有病虫害，施的是有机肥，樱桃摘
了就能吃，并且物美价廉，大樱桃每公斤20元，小的
16元。以前担心樱桃熟了销路成问题，雇不起人开摘
和运到城里去卖。现在游客们自己来摘，随意吃，门
票每位40元，带走的樱桃按量付钱。

有几位来自烟台的游客正把樱桃装箱放到轿车
后备箱里，他们说，城里超市卖的樱桃价格高，还不
新鲜，来果园自己摘实惠，同事、家人玩一天，还能吃
农家菜，欣赏田园风光，呼吸新鲜空气，非常值得。

栖霞市蛇窝泊镇是山东省中心镇，地处胶东半岛
腹地，位于栖霞、莱阳、海阳三市（县）交界。全镇总面
积201.3平方公里，2.2万户，6.8万人口，约10万亩果
园，其中，苹果、樱桃、香椿、杏等富含硅、钙、镁、铁等
有益的微量元素，果品品质特别优异，久负盛名，先后
被山东省授予“果品产加销基地示范镇”荣誉，果品市
场先后被命名为“山东省果品龙头市场”“山东省部级
鲜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被农业部评为国家级定点
批发市场，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优秀市场。

据了解，栖霞市委、市政府近些年来加大了培养
名优果品、特产果品的生产力度，帮助农民发展电子
商务和旅游观光农业，每当果品成熟时节，全国各地
客商纷至沓来，把这里的名优果品抢着运往各地。果
农增产增收，每户每年能收入几万元至十多万元不
等。

本报记者 金乐平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说的就是芒种一
到，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下地，是一年中最
忙碌的季节。近日，以“守望梯田，共享自然生长的
云上生活”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云和梯田开犁节举行。

云和县地处浙西南，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千百年来，云和畲汉两族人民根据不同的地形、
土质修堤筑埂，开垦了华东地区规模最大，海拔高度
为300~1200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三个地质景观
带的云和梯田，形成了“千层梯田、千米落差、千年历
史”的特点，实现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各生态
系统的完美结合。

开犁指的是将犁导出导沟，再顺此沟犁地，也指

年初首次犁地。云和开犁习俗由来已久，可以追溯
到唐朝。先民们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
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举行开犁
这一民俗活动。而云和开犁节则是云和县梅源山
区，在每年芒种时节启动夏种的汉族传统民俗活
动。梅源一带高山地区气温偏低，因此开犁仪式选
择在每年的芒种时节举行，预示着农忙季节已经开
始，并借以祈福。云和开犁节还有一套完整、固定的
活动程序，包括鸣腊苇、吼开山号子、芒种犒牛、祭神
田、鸣礼炮、开犁、山歌对唱等，涵盖祭神、祈福、感恩
和吉庆等汉族民俗文化。

从第一届开犁节至今，云和梯田保护开发已经

走过了10年发展之路。在10年的风雨历程中，云和
梯田景区从最初的籍籍无名，到如今被誉为“中国最
美梯田”，成功跻身营业收入千万元景区。云和梯田
已成为云和县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核心龙头景区，
成为农旅融合、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是云和县的又
一张“金名片”。

在今年开犁节上，云和发起成立了全球梯田保
护与发展联盟，成员包括云和梯田、元阳梯田、龙脊
梯田等，同时还举办了首届中国（云和）梯田经济高
峰论坛，共同研究探索梯田保护与开发的经验与方
式。

本报记者孙常云

搭乘着“一带一路”的巨轮，6月11日，“一带一路
2017青海特色产品杭州线下推广会”在位于杭州市
余杭区的中华农业电商博览园拉开帷幕，来自青海
省的40家特色企业，通过展示、体验等形式让杭城市
民体验和品尝来自青藏高原的美食及民族传统工艺
品。

“体脂肪量仅 4%，再也不用害怕大口大口吃肉
了！”在青海馆展区内，来自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特色牦牛产品吸引了杭州市民的眼
球，负责人正向大家热情地介绍这位来自高山的“客
人”。

“5369 米，这是我们企业所在地的最高海拔高
度。”据负责人介绍，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所在的青海果洛三江源地区是中国海拔最高
的天然湿地，生长在这里的牦牛，高蛋白、低脂肪、低
胆固醇，其中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更是普通牛肉的30
倍之多。

“我们采用青稞原浆酒做保鲜剂，使新鲜冬虫夏
草的保质期延长为2年。”在青海珍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展台旁，公司负责人姬芳芳向市民朋友们介
绍着公司所采用的最新保鲜技术。

青海高原牧歌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则把青海最
能解暑的牦牛酸奶带来了，公司负责人金乐介绍，该
公司已使用“牦牛乳新鲜奶酪电子信息可追溯安全

系统”，只需动动手指，在手机上输入该公司乳制品
所标识的条形码就可以了解食品生产的全过程，杜
绝了不合格产品和“早产奶”的出现。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广会上，40多家青海代表性
企业带来的百余种特色产品将通过中华农业电商博
览园的微商城、杭州各大社区线上商城及社区线下
展示等方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线上线下营销活动。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
经济和科技发展局局长何万霖表示，青海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杭州则处于电子商务发展前沿，借助双方
优势，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特色产品，切实提
高青海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青海品牌商品的
市场竞争力。

据悉，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中华农业电商
博览园支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管委会主办，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和
杭州生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本报记者 陈路漫金乐平 通讯员 陈浩

帮助派驻地提升产业，拓展增收链条

莲都7名省科技特派员完成项目申报

12个国家代表
参加第二届杨凌小麦文化节

云和梯田成美景，营收年入千万元

青海百余种特色产品来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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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半岛腹地的樱桃不愁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