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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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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州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持续改善优化生态环境，天蓝、地绿、水清
的自然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白鹭安家落户、栖息
繁衍，构成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
卷。

图为4月14日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璞心农
场的田野里，农民翻耕农田，白鹭嬉戏觅食，相映
成趣。 何伟卫

白鹭伴农耕

本报讯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联合浙江
省农技推广中心日前举办了浙江省新品种繁育技
术示范现场考察。此次活动旨在展示浙江省中药
材育种专项最新成果，研讨新品种良繁技术，进
一步加速中药材新品种示范推广，助推中药材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药材高质量发展。

在新品种选育基地东阳市浙贝母和元胡新品
种繁育技术示范基地，元胡新品种选育课题组介
绍了“浙胡3号（暂名）”的育种目标、特性及目
前元胡生产上的相关情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医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元胡、浙贝行情较
好，原有库存已经基本消耗完毕。目前东阳元胡

种植面积达 10000亩以上，每亩净利润可达 4500
元，浙贝每亩收益超万元，预计明年会继续扩大
浙贝及元胡种植面积。

“目前推广的浙贝母新品种‘浙贝3号’，繁殖
率比原有品种提高了 20%以上，灰霉病抗性提高
一个等级，农民愿意种。”在磐安浙贝母新品种繁
育示范基地、大盘山玄参种质资源保存新品选育
基地及选育标准化推广示范基地，国家中药材产
业技术体系根及根茎类岗位科学家、浙江省中药
研究所所长王志安详细介绍了目前浙贝、玄参生
产情况。据王志安介绍，以“浙贝 3 号”为例，
2019年，该品种示范推广8000亩，每亩增效1000

元以上。
王志安说，中药材发展要从品种、种植技

术、产业效益和市场、产业需求度等多方面发
展。下一步，浙江省中药材选育的工作以“农民
希望种，企业喜欢收，医生答应用，用户愿意
吃”为总体目标，同时选育适合机械化专用品种
和原料药材专用品种。

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钱玉红表示，“十三
五”期间中药材专项组在育种水平、服务成效、
产业支撑效果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但还
要继续做好技术储备，提升竞争力。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沈晓霞

农民希望种 企业喜欢收 医生答应用 用户愿意吃

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基地再添“新丁”
今年以来，三门县落实各项措

施，广泛宣传发动，加大种粮扶持
力度，扩大了早稻种植面积，确保
粮食安全。到目前为止，全县已落
实早稻种植面积 21000多亩，比台
州市政府下达的任务增加 200亩，
比去年增加600多亩，实现“15连
增”。

三门是台州的重点产粮区之
一，把发展早稻种植作为夺取全年
粮食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的一项
重要措施来抓。今年初，县政府就
组织农业农村部门有关人员，到各
乡镇（街道）对春耕生产情况进行
了调查摸底。并召开各乡镇 （街
道）、涉农部门负责人会议，对今
年早稻生产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将
早稻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乡镇
（街道），列入年度考核内容，确保
任务如数完成。县政府还利用媒体
等多个渠道向广大种粮大户大力宣
传国家扶持粮食生产政策，提高了
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同时，各涉农部门积极做好服
务工作。3月份，该县农业农林局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乡镇 （街
道）、村了解春耕备耕情况，帮助
种粮大户调整种植结构，扩大早稻
种植面积，落实增产技术措施，分
区域举办网上农技培训班，传授生
产技术。县种子技术推广站派出人
员，到外地组织了 10多吨优质良
种，并送种子到村头，确保种粮大
户种子供应。县农村商业银行加大
信贷支农力度，多方组织了1亿多
元信贷资金，发放给种粮大户，解
决他们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朱曙光 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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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茶苗运抵小金后，农业专家已经在指导
农户种植了。”日前，新昌科农茶树合作社负责人
盛文斌收到了来自四川省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
畜牧水务局经作站站长周志明发来的微信短视
频。视频里，大家正忙着挖土、种茶苗，一片忙
碌景象。

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小金县是
新昌县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定对口县，自 2018年结
对以来，新昌在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社会民
生、干部培训、劳务协作等多方面与小金县开展
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此次万株茶苗“远嫁”
小金县，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精准扶贫增添了新动
能。

去年 10月，新昌县工商联组织扶贫考察团赴
小金县考察，随行的盛文斌在考察中盟生了捐赠
茶苗、帮助小金县开拓茶产业的想法。“小金县与
新昌县纬度接近，常年平均温度和新昌仅相差
0.5摄氏度，应该可以种植茶树。”盛文斌的想法
很快得到了新昌县发改局、工商联和农业农村局
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小金县有
关部门的回应，他们决定先试种，成功后再进行
推广。

捐赠意向达成后，小金县开始着手寻找试种茶
树的农户，而盛文斌则负责挑选适宜小金县环境气
候的茶苗品种。鉴于小金县高海拔、极寒和干旱天
气发生率高的特点，在多次向农业部门和浙江省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专家请教后，盛文斌最终确定合作
社基地里抗逆性最强的“中茶 111”为试种品
种。

“不同于以往的资金捐助和消费扶贫，这次是
全新的产业扶贫方式。”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吕周
扬告诉笔者，推动产业发展是实现小金县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的关键。如果茶产业能在小金县发展
壮大，将有效带动当地脱贫致富，让东西部地区
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笔者了解到，如果这批茶苗在小金县试种成
功，新昌将长期免费提供种植管理技术，让茶叶
真正成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金叶子”。

孙常云 俞颖颖 张柳莺

新昌万株茶苗“远嫁”小金县

东西协作携手栽下“金叶子”

4月12日，来自金华、台州各县市骑行爱好者在磐安县
方前镇岙口村绿道举行“希望的田野·春之约”骑行活动。
今年，该县推出“希望的田野”春夏秋冬四季之约系列活
动，吸引更多山外游客走进方前，促进乡村旅游市场复苏。

孔德宾

绿道骑行活动

4月14日，在玉环市栈头渔业码头，渔民们正在赶修破
损渔网，做好伏休期前最后一次出海准备。

离东海伏季休渔期（5月1日开始）还有半个月，玉环渔
民抓紧整理渔网，准备在大潮汛开始后出海，来个满载而
归进港伏休。 吴达夫

整网出海

日前，在常山县何家乡黄冈一号民宿，前来
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游客结伴游览附近景
观，有的游客坐在庭院内休憩喝茶。服务人员进
进出出忙着给顾客冲茶倒水，他们的脸上都挂着
灿烂的笑容。业主琚美红一个劲地说：“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意看着越来越好了，但我
们再忙也不会放松警惕，会坚持全面消毒和要求
顾客使用公筷公勺嘞。”

生意好到让业主想不到的还有新昌乡达塘村
的申山乡宿。申山乡宿是利用水泥厂历史遗迹和
周边景观资源建成的集民宿休闲、生态旅游为一
体的休闲综合体。因为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入住
率几乎为零。

如何应对这个危机？乡宿主人陈重良趁机完
善民宿二期项目的基础设施，打造成复古风格，
并派人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线上服务技能培训
等，以进一步提升民宿服务质量。在百亩桃花绽
放之际，陈重良通过“云端”销售将美景展示给
全国各地的客户。近段时间连着几个周末，都是
顾客盈门，“5月1日到5月3日，我们这边的房间
都已经全部定掉了。”

随着防疫形势向好，常山县有序推进民宿复
工复业。“2月29日前复业通知一出来，我们就安

排专人到各个民宿点指导开业。” 常山县文广旅体
局产业科科长黄波介绍。为了“抢”时间，疫情
窗口期，常山就着力谋划助推民宿开放开业的相
关政策和优惠举措，一方面，通过线上大数据监
测，对游客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帮助民宿精准定
位目标客户群，提前锁定客源；另一方面，通过
重新设置经典乡村游路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此外，该县还推出了开业贷款贴息、给游客发放
20万元优惠券等硬核举措。

民宿行业是常山近年兴起的旅游经济新业
态，疫情期间，业主勤练“内功”，部门增添外
力，为如今恢复运营和兴旺下了一盘“先手棋”。
随着消费潜能的逐渐释放，目前，全县近 60家民
宿的生意都越来越火，营业额已基本与去年同期
持平。 徐功富 徐露霞 吴贤林

业主勤练“内功”部门增添外力

内外合力助常山民宿游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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