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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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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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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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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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农科院在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祝
温村召开美丽稻田示范区建设现场考察会暨水稻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培训会。来自省农科院、省农
技推广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以及绍兴市各区（县）
农技推广部门、上虞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的科
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和种植大户代表等共计 90 余
人参加了现场观摩和技术培训。

培训会上，省农科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
和环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专家分别作了“基
于生态防控的水稻农药减施技术”“水稻机插侧深施
肥技术”的主题培训，并现场解答了种植大户遇到的

技术难题。随后，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美丽稻田示
范区。

据了解，“美丽稻田示范区建设”是省农科院与
上虞区政府的院地科技合作项目，以祝温村作为建
设基地，核心区面积约 200 亩，示范区总面积约 1000
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项目由省农科院环境资源
与土壤肥料研究所主持，专家团队涵盖规划、栽培、
土肥、植保、信息技术等各领域，项目秉承“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产品安全、环境友好”的建设理念，依
托省农科院品种和技术优势，集成水稻化肥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重点开展水稻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旨在
通过优质稻新品种展示、两减生态种植示范、稻田景
观建设等内容的实施，打造“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技
术先进、过程清洁、稻米优质、农旅结合”的美丽稻田
示范区块，丰富美丽乡村内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经过 2 年的建设，项目已形成“优质稻新品种展
示区”“新型农机具应用示范区”“两减生态示范区”

“稻田旅游景观带”“智慧农业和科普”等主题区块，
特别是化肥减施增效技术和生态防控农药减施技术
的应用效果明显。据测定，示范区内 2019 年度化肥
投入量符合浙江省水稻化肥定额制要求，氮肥用量
比常规施肥减少16.3%～22.5%，农药减量25%。

与此同时，该项目还注重发挥农业技术的景观
效果，构建稻田生态防控-生态沟渠景观带。稻田周
边种植硫华菊、波斯菊，田埂上种植香根草、菖蒲、风
车草等，这些非化学防控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
了稻田间害虫的种群数量，更减少了稻田养分损失
和水体污染。

此外，2018年，示范区布置了“美丽稻田”彩色稻
图案。今年，示范区还创作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彩色稻田图案，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观光。而项目打造的“祝温生态米”也成了
游客们归家时所必带的特色产品，为休闲旅游和乡
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支撑。

本报记者 柳扬 通讯员 陈飘飘

祝温村的这片稻田，为何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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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梭子蟹的味道的确不一样，鲜嫩美味！”“希望
之后在上海能更方便地吃到来自舟山普陀的梭子蟹。”
近日，2019蟹逅普陀—第二届东海蟹宴跨越莲花洋来
到申城苏州河畔，在上海市普陀区举办。现场，各式各
样的夸奖表达了上海市民对东海梭子蟹的热爱。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素有“东方渔都”之称的舟
山普陀沈家门，是中国梭子蟹主要集散地。2018年，
普陀区梭子蟹交易量 25 万吨，交易额 58 亿元，在我
国沿海省市的市场占有率超 70%。自今年 8 月份开
捕以来，平均每天有1500吨梭子蟹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 7 月 12 日，上海普陀与浙江普陀在多年友
好城区基础上，共同签署了“海陆普陀”战略合作协

议。在此基础上，东海蟹宴走出海上普陀，走进陆上
普陀，赋予沈家门梭子蟹新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擦亮
普陀这张海鲜“金名片”。

伴随着悠扬的渔歌号子，葱油梭子蟹、五味梭子
蟹、避风塘梭子蟹、梭子蟹炒年糕……以梭子蟹为主
打的美食轮番登场，征服了上海市民的味蕾。

构建完善的物流服务，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资
源共享的重要环节。现场，舟山普陀水产供应链企
业与上海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顺丰物流发布了针对沈家门梭子蟹的物流方案，“我
们已经为沈家门梭子蟹定制了专用包装，届时将在
快件收转派的过程中享受最优先级。”宁波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张力嘉表示，完善生鲜物流，推动海鲜电商
发展，更有利于传播舟山普陀蟹文化，共创区域品
牌。

“我们将依托顺丰物流，为上海市民搭建起一条
海鲜快速直供通道。”舟山市普陀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依托家乐福、明轩楼、盒马鲜生等一
批优秀企业的强大销售网络，为上海市民提供地道、
正宗、受欢迎的“东海第一口鲜”。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茅开明表示，
目前正在主动对接当地商超以及菜场，深化合作，减
少梭子蟹从产地到餐桌的流通环节，丰富当地市民
的菜篮子。 何伊伲 林上军

东海第一口鲜“跨”进上海“老家”

一辆经过3天3夜从四川壤塘长途跋涉、满载32
头牦牛大货车近日抵达乐清，位于乐清市城东街道
的顺金肥牛有限公司将这批牦牛屠宰后相继投放市
场。

自乐清—壤塘两地政府携手启动“西牛东送”产
业协作项目以来，至今年底，壤塘将向乐清调运2500
头牦牛，成交金额将超过1500万元，可惠及当地贫困

户88户434人。
根据产业协作规划，明后两年的牦牛调运数将

分别达到 5000 头和 10000 头，预计给壤塘县牧民带
来超1亿元的收入。

今年初，在乐清和壤塘两地共同政策的支持下，
乐清市顺金肥牛有限公司顺利落户壤塘，并在南木
达镇投资150万元建设牦牛交易市场，该交易市场是

壤塘县建县61年以来首个牦牛交易市场。
据了解，牦牛交易市场建成还将带动当地牦牛

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导牧民转变观念，走科学养畜的
路子，从原来固有的传统放牧方式逐步转变为“放
牧+补饲+暖棚安全越冬”的方式，推进壤塘牦牛产业
市场化运作。

蔡宽元 陈青

乐清壤塘牵手“西牛东送”

连日来，磐安县双峰乡大皿村、东坑村分别举办民俗炼火活动庆祝丰收。炼火的村民赤膊光脚，在通红的火炭堆
中吆喝着来回穿行，围观人群的喝彩声响彻整个山村。

炼火是磐安县绵延千年的传统民俗，又称火炭上的舞蹈，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孔德宾

炼火庆丰收炼火庆丰收

浙江农林大学校园农作园里，一对姐妹正兴致勃
勃地尝试触摸悬挂着的丝瓜。

浙江农林大学校园有近百亩农作园，学校鼓励学
生课余时间种瓜种菜，开展生产劳动，增强其农业知识
和对农业的感情，农作园也对外开放，经常会吸引一些
孩子在这里感受春耕秋收。 陈胜伟

大学里的农作园

10月8日，湖北、云南、浙江等20多个省市的百余
名茶厂负责人、制茶师傅汇聚浙江绿峰机械公司，开启
了他们现代功夫红茶制作的培训。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茶学专业教授的理论和实操培
训使他们受益匪浅。 吴铁鸣

学制红茶

眼下，温岭市农民正忙着培育西兰花秧苗，为西兰
花秋种冬收打下基础。温岭是浙江一带西兰花主要生
产基地，每年种植面积达4万多亩，产值上亿元。

图为温岭市箬横镇农民正在为西兰花秧苗浇水。
周学军

西兰花育苗

今年十一假期，武义大斗山航空飞行营地推出乘
坐三角翼、动力伞游景区项目，颇受游客欢迎。

图为游客在大斗山航空飞行营地，乘坐三角翼空
中游览大红岩、山外山等景区。

张建成 李云升

空中旅游

绍兴市上虞区“四季仙果”当家品种
之一的“二都杨梅”近日顺利通过国家农
业农村部审定，获批中国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成为该区首个“中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

作为全省杨梅主产区，上虞“二都杨
梅”种植面积达 3.5 万余亩，可采摘面积
超过 2.7 万亩，主要分布在该区的驿亭、
梁湖、丰惠、上浦、岭南、永和等乡镇街
道，主要品种有深红种、水晶种、荸荠种
和东魁等，其中以深红种和水晶种为当
家品种。近年来，“二都杨梅”依托淘宝、
供销 e 家上虞馆等农产品电商平台，畅
销省内外地区，杨梅酒等深加工产品的
不断提升，不仅拉长产品销售的产业链，
还大大提高了“二都杨梅”产品的附价
值。

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今年以来，上虞区驿亭镇农合联会
同该区二都杨梅协会、区农业农村局推
荐“二都杨梅”参与申报“中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确定“二都杨梅”生产分布范
围，划定“二都杨梅”地理标志地域保护
范围，完善“二都杨梅”质量技术控制规
范，并组织主产区内16家杨梅规模生产
主体就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作发布联合
声明。 陈晓潮

“二都杨梅”通过
“地理标志”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