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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湖州

杭州
绍兴

本报讯（驻湖州记者 杨君左）在安吉

县引入的农村污水处理第三方管理公司会

议室的显示屏上，安吉上墅乡的农村污水

处理终端运行是否正常一目了然。不仅如

此，该污水处理终端如出现故障，也只要在

数字管理终端上一查便知。检修人员是否

到位，也能通过平台实时跟踪。这是安吉

县环保局于近日引进的污水精确运行智能

控制系统，帮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第

三方管理公司改变依靠人为管理的模式，

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数字化管理。

“这套系统是今年 1 月引进的。”安吉

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管理公司

——昂为环境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翁忠

诚介绍，农村污水处理数字化管理设施是

一个后台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在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终端上安装软件，收集并传

导数据，并在后台显示的一套系统。目前

该系统已在安吉上墅乡两个污水处理设施

终端安装并应用。

该管理系统还有自动报警功能，哪个

点有问题，都能第一时间反馈。“对管理方

来说，这极大地方便了调度管理，节省人力

物力并能提高工作效率。不仅如此，该系

统还能自动感应并保存运维人员检修的数

据，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翁忠诚说。

安吉县环保局生态科科长张兵表示，

这一系统的运用，既方便第三方管理公司

的内部考核，又让我们对第三方管理单位

的考核更加便利。

据悉，截至目前，安吉县已先后成功地

向第三方管理单位移交了 5 批共 944 座污

水处理设施。接下来，昂为环境生态工程

有限公司将在上墅乡两个试点的基础上推

广该管理系统，第一批将安装300个。

“安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好后，

还要管理好，才能真正惠民。”张兵表示。

安吉智能控制
农村污水处理

近日天气晴朗，海盐秦山街道的万奥农庄里，近30亩大棚油桃开出一朵朵

粉嫩的花蕾，吸引不少游客到访拍照。据悉，油桃花期在一周左右，预计五六月

份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驻嘉兴记者 陈建芳 通讯员 徐志达

大棚油桃俏争春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萍 驻德清记者 张骥鸿）不

久之后，在德清就能看到飞机翱翔天际的飒爽英姿。

3 月 1 日，德清与广东龙浩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战略框架协议，今后将在通用航空产业上开展系列项

目合作。对德清来说，这为当地打造通航特色小镇增

加了新动力。

近年来，德清加快谋划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早在

2011 年，德清就出台《德清通用航空省级高技术产业

基地发展规划》。去年，德清临杭工业区管委会邀请

了中航规划设计研究所对通航产业基地和通航小镇

进行规划编制。

机场项目是通航小镇的核心。记者从德清临杭

工业区管委会了解到，该项目占地 438.6 亩，核心区块

在临杭工业区，计划总投资 4.36 亿元。届时，将建成

600 米×30 米的跑道一条，两头增加升降带各 120

米。同时，配备必要的航管、通信、气象、消防设施，配

套建设必要的航站楼、导航设施、机库、油库、停机坪、

生活区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

以打造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为契机，一张通航小镇

的蓝图在德清逐渐铺开。

通过招商引资，目前，已有一大批优质通用航空

以及配套产业项目，落户德清临杭工业区的通用航空

产业基地。

由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央企）投资建设的国

网通航公司华东巡航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

引进直升机10架。建成后，业务范围将覆盖华东地区

六省一市的特高压、超高压等交、直流输电线路巡线

作业。

此外，临杭工业区管委会还着力引进和发展以

公务机、直升机为主的通用飞机和无人飞行器、特种

飞行器等项目，逐步使产业基地有多个不同层级的

产业项目。

德清临杭工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德

清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初具规模，这里将为长三角乃至

全国通航企业的发展提供机遇，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增

长。

机场项目预计上半年开工

德清通航小镇建设开启“加速度”
本报讯（驻绍兴记者 徐潇青 通

讯员 张亮宗 孙艺秋）继杭绍台高速

明年底将要开工的消息之后，新昌这

两天又迎来一件喜事：日发智能纺织

装备、航空装备产业园在新昌梅渚镇

山根村动建，该航空装备产业园将成

为国内最大的飞机等航空产业制造基

地。一起集中开工的共有 20 个项目，

总投资93.09亿元。

日发航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陆

平山介绍，企业通过并购国际先进技

术公司和引进优秀技术人才，先期就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2015年6月正

式进入航空市场，半年多的时间就已

经拿到了1.5亿元的订单，足见航空产

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到今年年

底，日发航空产业园一期完工投产后

预计将产生 11 亿元年产值，整个工业

园完工投产之后年产值预计将达到

30亿元。

据了解，航空产业在新昌还是一

个新兴产业，目前在直升机、固定翼小

飞机和一些航空设备的制造生产等方

面已经有所起色。日发航空产业园的

建设将极大地提升新昌在飞机零部件

制作方面的实力，作为今年新昌重点

培育的三大产业之一。3 年后一个新

型航空产业基地将在这里现身。

产业园内将设研发中心、全自动

化数控装备车间、机械加工车间，形成

年产10000件航空零部件和60台航空

装备（航空航天特种加工设备、飞机数

字化装配系统及专用工装夹具的研发

制造）的生产能力。

除日发航空产业园建设项目外，

此次开工的项目主要涉及重大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服务业及智能装备、精

密电机、传动系统等领域。随着各个

项目的展开，新昌这个小山村变得越

来越“高大上”。

年产值预计将达

3 0

亿元

新昌开建航空装备产业园

本报讯(驻嘉兴记者 陈建芳)“引进

项目 1475 个，到位资金 363.98 亿元。”日

前，记者从嘉兴市合作交流办获悉的这组

数据显示，在浙江 11 个地级市中，嘉兴连

续第 4 年获全省同档城市浙商回归工作年

终考核第一名。

据悉，今年嘉兴浙商回归省外到位资

金目标任务 350 亿元，如何保障任务顺利

完成？嘉兴市合作交流办主任陈铭嘉表

示，在优化完善项目统计、管理、绩效考核

等制度下，将通过浙（禾）商大会专题活动、

百场项目推介活动、省外媒体嘉兴行等活

动，把嘉兴推介出去；同时建设推介项目

库、项目融资库等信息库，有效招引产业、

重大项目、资本、总部、人才科技这五大基

本要素回归。

嘉兴浙商回归
蝉联全省“四连冠”

本报讯（驻绍兴记者 徐潇青 通讯员

张兴刚）柯岩街道一名村干部在“美丽鉴

湖”微信群发了一张运输船在鉴湖江上行

驶时偷排泥浆的照片。没过几分钟，柯桥

区委书记徐国龙便在微信群里说“一定要

查明”。随即，柯岩街道、鉴湖－柯岩度假

区、湖塘街道和区有关部门立即响应。不

久，偷排船的船主和相关责任人被查处。

处理问题“短、平、快”，处理过程“有图

有真相”。在柯桥，像这样的“五水共治”微

信群有 52 个，包括 36 个区级河道群和 16

个镇街河道群。柯桥区 34 位区领导、720

名乡镇干部、403 名村干部组成三级“河

长”队伍。

在这些治水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图文

(视频)直播，既有反映河道存在污染问题

的图片，也有河道清淤现场的视频，还有河

道治理后的风景图，晒优亮丑。每天，党员

干部都会到河道边巡查走访，发现问题“随

手拍”发到群里，由相关群友迅速“领办”解

决。区委书记担任鉴湖和曹娥江河长，其

他区领导分别担任区级河道河长，加入相

应河道微信群，在微信群内督办。

“52 个治水微信群建立以来，已解决

问题 2000 多个，真正成为河情电子眼、河

况交流屏、问题曝光台、指挥协同网和工作

导航器。”柯桥区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微

信群联动各部门单位，共同监督配合，杜绝

了推诿扯皮，提高了工作效率，治水护河效

果有了较大提升。

赏花旅游带动了乡村旅游，火了农家乐，鼓

了村民荷包，打响了当地品牌。但花如海，人如

潮，花期过后，如何摆脱昙花一现困局，继续深

挖赏花经济，这成为摆在旅游管理部门和乡镇

面前的一项课题。

“绍兴的赏花旅游可向纵深发展，形成‘花

卉种植+观光+花卉提炼、深加工+芳香养生+花

卉文化’的产业链。”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

说，赏花是个春天产业，绍兴可开发、培育的地

域和花卉品种众多，掘金赏花经济潜力巨大。

开发出花卉文化旅游、花卉生产参与体验旅游、

花卉工艺制作旅游、花卉科普教育旅游、花卉饮

食购物旅游、花卉保健疗养旅游等多项旅游项

目，可延长产业链。

就拿 2 月 29 日刚闭幕的柯桥区第十三届兰

花节来说，1500 盆珍稀兰花齐聚争艳，3 天吸引

5万人次观展。如今，人散去，香依旧，人气和商

气双丰收，总销售额高达1000余万元，兰农赚了

个盆满钵满。

柯桥漓渚镇有兰花培育基地 1000 余亩，兰

花从业人员 2500 人，专业养兰农户 250 家，百万

元大户有 27 家。依托花木种植的产业优势，形

成了“村村卖兰，人人种兰”的生态人居新格局。

去年，漓渚镇棠棣村成了 2015 年全省美丽

乡村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的两个参观点

之一。在现场会结束后，柯桥区旅游局联合漓

渚镇推出“花满棠棣”乡村旅游品牌，棠棣村的

民宿项目也提上了日程。

今年兰花节，柯桥区旅游局联合漓渚镇政

府推出了两条美丽乡村旅游线路。游客可以选

择乘花车、骑自行车巡游以及徒步体验。一路

上，游客可以实地探访棠棣村、精品家庭兰苑、

勾践种兰纪念碑等多个景点。

为进一步打响兰花之乡的品牌，漓渚镇还

将依托兰花节，以培育花卉市场为重点，进一步

推动花木产业内涵提升。今年将启动筹建集高

端精品和一般交易相结合的花卉交易市场。

赏花与乡村旅游结合到一起，实现了美丽

乡村的经营转型。柯桥王坛镇以赏花基地为抓

手，依托“梅花”主题，把文化与旅游相融合，提

炼梅花元素、种植地域和梅花品种，计划用 3 年

时间，建成梅花博物馆，着力打造出融生产观

光、展示体验、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特

色梅花小镇。届时，将有梅林深处(赏梅节)、梅

醉梅酒(梅花酒)、寒梅秋雪(青梅采摘)等多项旅

游产业。

目前，王坛镇的全区域精品民宿项目已经

启动，游客服务中心也在建设之中，丹家、香雪

梅海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正在进一步完善，龙池

山、五百岗等健身游步道也在修复之中。

三天兰花展销售达千万 一亩油菜田增收两千元

绍兴探路复合型花经济拉长产业链

柯桥52个微信群
织成高效“治水网”

驻绍兴记者 徐潇青 通讯员 俞燕 张兴刚

阳春三月，提起诸暨市东白湖镇，首先被人想起的或许

是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如今，花儿未开，“油客”早已纷沓至

来。距油菜花的花期还有一个多月，东白湖镇油菜种植大户

已陆续接到了菜籽油的订单。

“千古幽贞是此花，不求闻达只烟霞。”柯桥漓渚镇刚刚

落幕的一场兰花盛宴，更是一场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身的

开拓性尝试。

绍兴多地正在探路复合型花经济，以期拉长产业链，助

农增收。

“蔡师傅，我订 6 斤！”“我要 10 斤，8 月份来拿！”诸暨

浬斯公路千亩油菜基地旁，正在施肥的东白湖镇农民蔡

建坤被团团围住，从旅游大巴上下来的大爷大妈操着一

口上海话，争着预定菜籽油。

菜籽油俏销，种植油菜花的土地跟着走红。春节后，

包括蔡建坤在内的几个东白湖镇油菜种植大户陆续接到

了菜籽油订单。

“一亩油菜增收 2000 多元，许多农民原先不要种，现

在抢着种。”诸暨市东白湖镇副镇长陈国纲介绍，去年，该

镇菜籽油产值达到四五百万元。

截至去年底，东白湖生态旅游区连片种植油菜达

1500亩，全镇种植面积近万亩。早在十多年前，东白湖镇

就鼓励农民种植油菜，每亩除了650元土地流转费外，还

补贴200元肥料费。但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许多村民靠

传统方法“打菜油”，无论是品质还是卖相都不“诱人”，难

以打开销路，这也成为农民不要种油菜的主要原因。

“从 3 月底开始，游客为赏花而来，着实热闹一阵

子。但不出一个月，花谢了，人也散了。”陈国纲说，虽然

对提高全镇旅游相关收入有帮助，但对菜农而言，收益并

不明显。

“为赏花而种花，可惜了。”但油菜花却带来了“油

客”，为菜籽油的产业化提供了广阔空间。3 年前，在江

苏开公司的东白湖人斯丽霞瞅准商机，投入数百万元，成

立诸暨市东白缘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置设备，请来

技术员，攻克油品的品质、卖相难题，收购农民手上的菜

籽，榨出鲜香诱人的菜籽油。“去年加工菜籽油销售额

150 万元，是前年的 3 倍。”斯丽霞说，这个春节游客一拨

接一拨地来，菜籽油卖到脱销。

菜籽油受宠，农民种油菜的积极性水涨船高。“承包

了八九亩，前年开始，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去年进账

20000 多元。”蔡建坤说，从去年开始，看到“油水”的村民

陆续把流转出去的田要回去自己种，明年，估计他手上只

剩三五亩田了。“打算到邻村去承包！”

诸暨赏花客带动农产品热销

柯桥“花经济”催热乡村游

机场航站楼效果图

探路花经济 提升茶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