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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吉县灵峰旅游度假区横山坞村的民宿
十二间房眼下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

游客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民宿是由老厂房改造
而来的。房子的主人王玉忠曾经是村里一家竹凉
席作坊的老板，“改建之初，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头脑
发热，但现在证明了我当时的选择没有错。”

安吉县旅委主任管永丰说：“王玉忠个人的创
业转型故事，是当今安吉农家乐升级与民宿经济全
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十余年来，安吉正是经历了这
样产业转型的阵痛，才迎来了如今的华丽转身。”

7 月 16~18 日，第二届国际乡村旅游大会在安
吉县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旅游“大咖”们汇集竹
乡，共建全域旅游，共享美好生活。此次大会共分
主体活动、安吉活动和分会活动三大板块，主体活
动包括旅游大会开幕式、亚太湖州峰会、第二届国
际乡村旅游联盟年会暨《湖州市乡村旅游条例》研
讨会、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巅峰大会、第一届国际乡
村旅游旅行商（旅游网络）大会暨“中国亲子旅游
节”启动仪式；安吉活动包括浙江乡村旅游研究院

实践基地揭牌暨中国“两山”乡村旅游大讲堂教育
基地揭牌等。

会上，由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和湖州
共同发布的《国际乡村旅游发展报告》，以中国、马
来西亚等12个国家乡村旅游发展案例为主体，提炼
了国际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1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5
个欧美国家的34名专家学者嘉宾参与本次大会，开
展面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安吉县长陈永华表
示，以安吉的国际旅游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是具有可行性的。希望通过此次大会，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加强旅游国际合作、共建旅游丝绸之
路，力求真正实现共赢发展。

近年来，安吉全县上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两
山”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全域
旅游发展，着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把美
丽环境转化成美丽经济，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
银山，实现了自然山水“绿色效应”和旅游产业“金
银效应”的互促共进，架通了“两山”科学转化的桥

梁。
“安吉最大的底气在绿水青山，安吉最大的亮

点在美丽乡村。”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如今，放
眼美丽乡村安吉，文创、体育、旅游等产业蓬勃发
展，一个千亿元绿色产业的发展之梦正在一步步走
近。安吉率先开展“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坚持把整
个县域作为一个“大景区”来布局，作为一个“大花
园”来打造，作为一个“大乡村”来建设，全力打造全
域旅游的示范标杆。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以旅游业为亮丽纽带，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
力把安吉打造成“中国亲子旅游第一县、国际乡村
生活首选地”。

目前，以安吉为代表的湖州绿水青山更靓，金
山银山成色更足。数据显示，2016年，湖州市共接
待国内外旅游人数8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25.1%；
实现旅游总收入882.6亿元，同比增长26%，成功获
批国家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试点城市。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俞莹

在安吉浒溪“外滩”区块，除了
一个大量运用竹元素的多功能驿站
外，如今又增加了一个竹建筑：景观
挑台。“让人离水更近，离风更近。”
安吉竹境竹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卫说。

离“外滩”不远的竹博园，还有
“竹境竹业”承建的竹建筑清风长
廊、水竹居。竹子会发霉、会腐烂，
户外使用寿命很短，这么大规模的
运用，很有点“烧钱”的味道。

“怎么会？”蔡卫连连摇头，用广
东人特有的说话方式慢条斯理地说
道，“这些难题都已经解决，我们做
的原竹建筑，户外空间使用年限达
到 10 年，半户外的达到 20 年，室内
空间则达到30年。”

一个广东人，缘何与浙江的竹
结下缘份？原来在2010年，在杭州
工作的蔡卫被安吉一家竹业企业董
事长邀请，负责竹家居项目。“之前
和竹子没有接触过，做了两年，产生
感情了。”2013年，当初说好“只干两
年”的蔡卫如约离开了这家企业，在
杭州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做与竹有
关的事业。去年 6 月份，他来到安
吉创办了“竹境竹业”。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蔡卫几
乎天天在思索：竹地板也好，竹
装饰品也好，自己做的只是竹工

业品，无法吸引建筑大师们的目
光，产生的价值其实并不大。如
何做出工匠作品，广泛应用于竹
建筑，既能保持竹的传统风姿，
又能与大师们碰撞出火花，经济
效 益 也 能 翻 番 ？ 在 与 各 个 高 等
学校专家的频繁互动中，“竹境
竹业”攻克了竹子容易发霉、腐
烂的难题，更以昆明古滇艺海大
码头、昆山昆曲学社、沈阳熊猫
馆 等 实 实 在 在 的 竹 建 筑 产 品 证
明了一切。

当下，“竹境竹业”业务繁忙，一
年大约要消耗 200 万根竹子，每根
竹子经过处理成为竹建筑的一分子
时，价格已经翻了20倍。他告诉笔
者，竹子易开裂这一世界性难题也
即将被公司顾问——浙江农林大学
教授孙芳利攻克。“应用到竹建筑
后，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彻底颠覆
人们‘竹做的东西不长久’的观念。”
蔡卫说。

成功接二连三，蔡卫的想法却
一直不复杂：不断研发掌握核心技
术，把原竹的价值做得更大。“我考
虑时机成熟了就公开一些技术‘秘
密’，与同行一起把安吉的原竹行业
做大做强。”他告诉笔者，未来3年，

“竹境竹业”的年产值将达到 1 亿
元。 赵新荣 陈丽君

这几天，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农产品经纪人蒋
华东为水蜜桃销售忙得不可开交，前段时间，通过
他的渠道，每天有300多公斤芋艿远销省内外，为芋
农增收助了一臂之力。

为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补齐农业短板，奉化区供销社把培育壮大农产
品经纪人队伍作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请高等学院
教授和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为全区 108 名农产品经
纪人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电子商务营销
等专业技术培训，实行持证上岗。至今，全区已有
105名农产品经纪人通过了中高级技能考试，其中

10 人领到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联合颁发的高级技能职业资格证
书。

农产品经纪人郑轶芳是推销农产品的能人，不
仅在奉化有名，在宁波也颇有名气。几年来，她采取
线上线下的营销方法，在萧王庙、溪口等地建立了
800多亩芋艿、水蜜桃和雷笋基地，要求当地农户按
照无公害生产标准组织生产，实行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和二维码制度，把名特优新农产品远销省内外。
凡是基地里的农产品，郑轶芳除特殊情况外都包收，
农民一般不愁销。去年，她推销的农产品产值达
1000多万元，今年已推销冬笋、芋艿、草莓、鸡蛋、名

优茶等农产品产值达180多万元。尚田镇农产品经
纪人王春平从去年冬天草莓上市以来，已推销草莓
5000多箱，销售额40多万元。溪口镇农产品经纪人
虞如坤带领销售团队推销竹笋193万公斤，为竹农增
收300多万元。奉化农产品经纪人协会会长宋光明
与绍兴、萧山、余姚长期合作，使一大批名特优新农
产品销了出去。

一头连基地，一头连市场。据奉化农产品经纪
人协会统计，全区108名农产品经纪人共建立名特
优新农产品基地2万多亩，有效破解了农户为农产
品销售而奔波的烦恼。

谢良宏 杨杏未

三门成“中国小海鲜之乡”
“中国小海鲜之乡”称号专家评审会日前在三门召

开，由中国渔业协会会长赵兴武，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原局长赵利民，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家乐等专家组成
的评审组经过现场评审，一致通过了三门县申报的“中
国小海鲜之乡”称号。今后，三门又多了一个称号：“中
国小海鲜之乡”。

近年来，三门小海鲜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全县养殖
面积发展到近20万亩，年产量25万多吨，年产值超过28
亿多元，共有蟹、虾、贝、鱼、藻五大类70多个品种，是浙
江海水养殖第一大县。今年三门县党代会提出“勇立潮
头、裂变发展，开创海洋经济新时代”的战略目标，把发
展小海鲜产业作为推进这一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组建
了三门县小海鲜协会，筹办中国小海鲜美食音乐节，筹
建小海鲜美食一条街，全力打造“中国最鲜美城市”。

据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叶春宇介绍，这些
年，三门一直重视渔业与海鲜产业发展，做好品牌创建
工作。今年 5 月，正式启动“中国小海鲜之乡”申报工
作。他们加班加点准备资料，到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
渔业协会、专家组进行了对接。在6月举办的中国渔业
科技传播论坛上，其展示的望潮、跳跳鱼等受到了大家
的肯定与欢迎。

评审组认为，三门小海鲜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
多元，小海鲜产业的发展受政府重视、群众支持，产业特
色鲜明，战略规划宏大，建议中国渔业协会予以通过。
评审组表示，中国渔业协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三门渔业
和小海鲜产业发展，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希望三门更加
重视、支持小海鲜产业发展，用好品牌、挖掘潜力、注入
内涵，做大做强小海鲜产业。

“小海鲜，大市场，小海鲜敢为天下鲜”。下一步，三
门将以此为契机，建设小海鲜美食一条街，让更多市民
和游客吃到三门的小海鲜，进一步做好树品牌、创特色、
提内涵等工作，真正打响“三门小海鲜、敢为天下鲜”的
品牌。

朱曙光 方正义 朱芳芳

武义为古树名木拍写真
近日，武义县召开《武义古树名木》画册样书审查会，计划于10月份编纂

完成并出版发行。
武义县古树名木众多，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8000多株，其中不乏“浙江

树王”“华东树王”，甚至有不少全国罕见大树、奇树、宝树。
近年来，武义县越来越重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加强了古树名木普

查建档，制定和颁布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对重点古树开展保健救护等。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温泉度假区郭洞村古树林中取景拍摄。 曹良俊

丽水市莲都区科技局近日到海潮村开展农村
文化礼堂“星期日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设置科
普展板、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开展了科技知识、防灾
减灾知识宣传，还将实用的科技种植技术送给村
民。 徐峻

自然山水“绿色效应”和旅游产业“金银效应”互促共进

安吉打造国际乡村生活首选地

变身竹建筑一分子
原竹身价翻了20倍

一头连基地 一头连市场

百名农字号经纪人活跃奉化田间地头

科技宣传走进农村文化礼堂

阳田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提供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的平台型公
司。

公司主要通过平台（农业种植技术研究平
台、农业装备技术开发平台、果蔬产品销售支持
平台）建设，整合全球农业资源，引进并转化国
际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农业装备技术，打造
集农业种植技术集成、农业装备技术集成和果
蔬产品销售集成于一体的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
决方案，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客户群体（农
户、农企）提供包括规划设计服务、农业装备供
应、种子种苗供应、专用肥料供应、种植技术服
务和产品销售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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