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娥江科创走廊是绍兴市上虞区科技创新
廊、人才集聚廊和产业加速廊，总面积近200平
方公里，核心建设区约10平方公里，承载着赋
能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
“联甬接沪"的桥头堡，产业创新的重要承载地；
在大湾区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杭州湾南翼
高端智造基地；在绍兴“一区两廊”战略中，曹娥
江科创走廊是绍兴科创大走廊的东部起点。

浙江理工大学上虞工业技术研究院于2016年8
月组建，目前，拥有教授专家团队16个，研发人员100
余名。研究院成立风机与气动装备、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纺织化学与日用化学、现代染整技术、颜色科学与
技术等五个研究所以及上虞印染行业共享实验室、智
能装备联合研发中心和绿色印染联合研发中心，获批
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省级众创空间和绍兴市专家工作
站。竭诚欢迎社会各界创新创业团队洽谈入驻。

地址：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江西路上虞科技园
科创大厦6楼

曹娥江曹娥江
科创走廊科创走廊

联系电话：0575-8282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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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包国际凤凰科创IPO 创新中心位于杭
州钱江新城核心区市民街99 号世包国际中心，
是一个集凤凰智能研究院、时尚产业联盟、众创
空间、孵化器、邻里关系为一体的产业商圈。

项目建筑面积12 万余平方米，按照统一布
局和建设的原则，共建建设省级科技孵化器、省
级创投孵化器、共享办公众创空间、2.5 次元
VR 直播商城、国际组织资源交流中心、独角兽
孵化器、国际企业总部、国际领袖俱乐部。

中心将充分发挥集群式创新的优势，形成产
学研创新集群：包括企业孵化器群、技术研发机
构群、高校科技产业群、教育培训机构群、中介服
务机构群和配套服务机构群。形成集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VR 商城、IPO 创新中心为一体
的产业格局。凤凰IPO 创新中心提升科技产业
贡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地方经济快速发
展。欢迎全省科技企业进驻！

合作方式：办公空间出售出租、商铺经营权
出售或联营。

联系电话：0571-87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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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犁犁出一片新天地

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馆，一台机
器人格外吸引眼球，这是由该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研
制的设施精准植保作业机器人。

农业装备研究所所长俞国红介绍，“我们所设有
丘陵山地装备、设施农业装备、水产养殖装备、农业
物联网技术、农机标准化与检测等 5 个研究方向，重
点攻坚浙江农业机械化薄弱环节和关键共性技术难
题，缓解‘无机可用’困难，提高农业装备自动化、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为浙江省农业装备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助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
高效发展。”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北大荒时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生产最后的发展
必然是精准农业、可控农业、智慧农业，从看天吃饭到
精准管控、智能管理。”俞国红说。

在毛主席视察浙江省农科所的前两个多月，他
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草案）》正式公布，其中强调改良旧式农具，推广
新式农具，有步骤地积极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与他
在得悉浙江省农科所正在研究改进的双轮双铧犁获
得良好试验成果时亲临视察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在思想上一脉相承。

2016 年 8 月，浙江省创建全国农业“机器换人”
示范省，农业领域“机器换人”全面启动。

截至 2020 年底，浙江共建成全国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19 个、省级农业“机器换人”示
范县38个（含主导产业18个）、示范乡镇188个、示范
基地 565 个。“机器换人”拓展了农机应用领域，浙江
省农业现代化步伐显著加快。

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发《浙江省高端装备制
造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人才、技术、资金、
平台等各类创新要素向农机装备制造业集聚，推进
农机装备制造大省向农机制造强省转变。

据统计，浙江现有农机装备制造企业5000余家，
其中已上市企业10家，年产值785亿元，较2015年增
长59亿元，稳居全国第四。农机产业创新活力旺盛，

发展特色明显，主要有
植保机械、排灌机械、收
获机械、茶叶加工机械、
中小型拖拉机、粮食烘

干仓储设备、育秧播种机械、渔业养殖机械、设施农
业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等十大类农业机械产品。

自创建全国农业“机器换人”示范省以来，浙江
组建省农机化产业技术服务团队、省产业技术创新
与推广服务团队，凝聚农机科研团队力量，与中国农
科院、省农科院、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省农机学
会、农机生产企业等深入合作，组织开展农机化科技
创新学术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对接、科技成果试验示
范等活动，联合攻关关键薄弱环节农机设施装备，先
后攻克杂交稻精量栽植、机插同步侧深施肥、蔬菜移
栽、鲜食大豆采收、抹茶生产与加工、油菜毯状苗移
栽、葡萄高效植保、菌棒接种等机械化技术难题。

自走式捡拾打捆一体机、热泵型烘干机、农具自
动平衡控制系统、鲜食大豆联合收获机、育苗播种流
水线、食用菌装袋接种一体机、茶叶智能化加工成套
设备……都得到推广应用，浙江山地轨道运输机、植
保无人机等农机装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呈井喷式
发展，现拥有单轨运输机 3875 条、植保无人机 2051
架，农机存量结构不断优化。

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主要农
作物生产的耕作、排灌和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已基本
实现机械化，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及机栽、机烘
机械化率预计达到 82%、50%和 75%以上；茶叶加工
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大宗茶采摘机械化率达93%，
名优茶加工机械化率达96.3%；食用菌生产基本实现
机械化，基质加工、菌包装袋（瓶）、灭菌、液体接种机
械化水平接近80%；中等规模以上养殖场主要环节基
本实现机械化，畜牧业综合机械化率水平达到
37.16%，全省157家新（扩）建万头以上猪场均配备自
动喂料、环境控制、粪污处理等养殖机械化成套设备。

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教授
介绍，2015年农机装备被列入“中国制造2025”十大
重点发展领域，为农机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农机工业会以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突破瓶颈、主攻短
板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和信息
化融合，紧跟智能制造和智能农机装备发展大趋势，
不断研发和生产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进一步提升
支撑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保障能力。

何勇说，未来，通过“补短板”“攻核心”“强智
能”，用科技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实现薄弱环节的农
业机械化、主要作物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关键作业环
节的农业装备智能化，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见习记者 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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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印记

从一把双轮双铧犁起步，到后来的拖拉机、插秧

机、茶叶全程机械化装备、植保无人机、山地轨道运

输机……农业机械装备正向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

和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农业步入3.0模式。未来，农

业3.0会过渡到农业4.0，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将支撑农业机械作业，实现农业装备智能

化、农业作业少人化和无人化。
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何勇

“

“

63年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前身——浙江
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周边还是大片的农田。在
1958年1月5日那个不平常的星期天，毛泽东
主席来到这里视察，现场观察科研人员用改进
后的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耕地。

双轮双铧犁是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半
机械化农机具，但由于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在
南方推广中遇到问题。听说浙江省农场农具
管理局与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对原设计进
行了改进，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来到浙江农
科所。他在仔细询问了有关双轮双铧犁改进
的情况和农业科技方面的问题后，便来到所内
试验田，观看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改进后的双
轮双铧犁耕地试验。他还牵过牛绳，自己吆喝
着，认真地耕了50多米地。他向所长楼宇光借
了《耕作学原理》、威廉士写的《土壤学》等农业
书籍，并建议浙江省委领导要管农业的干部都
要读一读。

走进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史馆，几幅定格当
年珍贵瞬间的照片，以及那把见证了历史的双
轮双铧犁，将人带回那段难忘岁月。视察时，
毛主席提出成立专门部门从事农机研究，并且
再次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
名论断。很快，浙江省农科所就组建了农业机
械系，并且研制出两种新型插秧机，其中“浙江
4号”被评为全国定型推广机型之一。

2019年，一个全新的农业装备研究所在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应运而生，助力浙江农业“机
器换人”、农业机械化走在全国前列。

如今，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部广场东
侧，也就是毛主席亲自扶犁耕地的地方，树立
着一座纪念碑，鼓励着一代又一代农科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现代农业技术为浙江农
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主席
仔细察看双轮双铧犁，亲自扶犁耕地，并指示：“要加强农业科研，尤其是农机
具研究，要设立专门部门从事农机具研究。”

浙江农机装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呈井喷式发展。图为今年4月在衢州
市柯城区华墅乡刘畈村宸静家庭农场新开的水稻田里，采用北斗导航系统的
无人机正在精量直播作业。 吴铁鸣 周小明

本报讯 未来五年，浙江科技创新发展将如何
布局？6月24日下午，浙江省科技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省政府近日印发 《浙江省科技创新发展

“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有关情况。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高鹰忠表示，这是浙江省进

入新发展阶段编制的第一个科技创新领域五年规
划，是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行
动指南。浙江在做好“十四五”总体规划编制的基
础上，同步编制中长期科技创新战略规划、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等 9 个子规划，以及 10 个技术专项规
划，形成了“2+9+10”科技创新规划体系。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总体规划全

文约 1.6 万字，共分十一部分，明确了“十四五”
期间浙江省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
重点任务。

在总体思路上，《规划》切实把握六个“更加
注重”，即更加注重系统推进、更加注重提能造
峰、更加注重协同攻关、更加注重人才为本、更加
注重开放联动、更加注重数字驱动；努力实现“一
强四高十突破”，即打造科技强省，初步建成高水
平创新型省份和三大科创高地，加快实现“十方面
重大突破”。

《规划》 确立了科技强省建设“两步走”战
略：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互联网+”

科创高地，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和新材料
科创高地，初步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
省，并从创新投入、企业创新、产业发展、创新绩
效等维度提出 17 个主要发展指标，着力实现 R&D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标“六倍增六提升”。

第二步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三大科创高地，
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在世界创新版
图中确立特色优势，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为基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
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为实现目标，《规划》 提出要“抓好十大重
点，形成十大突破”：

浙江省科技创新发展“十四五”规划出炉

努力实现“一强四高十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