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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中药名镇”雏形初现
三年后农民中药材人均增收万元以上

本报讯（驻淳安记者 程海波 通讯员 余

荣华）“在集镇和乡村建设中凸显中医药‘美

丽元素’，由内而外，打造浙西‘中药名镇’。”

昨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余位中医药界专

家学者及企业代表汇聚淳安县临歧镇，为临

歧打造浙西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做大做

强中药材主题延伸产业出谋划策。

淳安具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仅临岐就有

常用中药材近400种、动物药材70余种、矿物

质及其他药材30余种，其中，山茱萸、覆盆子、

前胡、黄精、重楼、三叶青等“淳六味”道地药材

在全国中药材市场已形成知名品牌，尤其是覆

盆子交易量占全国市场的近一半，前胡的价格

在全国中药材市场占有主导地位。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临岐镇中药材种植

面积已达35000 余亩，带动周边乡镇中药材

种植面积已达近 30000 亩，涉山茱萸、覆盆

子、黄精、前胡、白芨等二十多种中药材品种，

成为部分知名药企的重要原产地。

“此次中药名镇建设跨界高峰论坛的举

办，一方面是为了提升我们临歧的中药材知

名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想借此吸引更

多的专家学者加入我们发展中药材产业的

‘智库’，乃至积聚更多中药材方面的人才，共

同推动该产业发展，造福当地药农。”临歧镇

党委书记王跃平表示。

目前，投资近4000万元、总面积达15000

平方米的临岐中药材市场已建成，并将于今

年年底前正式投入使用。该市场投入使用

后，将会成为浙西唯一的中药材交易集散地，

初步估计中药材年交易额两年后将达到 10

亿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在扩大中药材规模化、标

准化种植的同时，加快中药饮片厂、中医药保

健品开发以及深精加工企业的招商落地，并适

当布局发展水果休闲采摘，打造中药养生康美

村、‘百草园’中药材观光园、开发养生药膳和

精品民宿项目等等，推动中医药养生之旅和中

医药特色文化游。”王跃平表示，以中药材产业

为引领，临歧镇将以中药产业促进其他产业，

不断优化发展结构，发挥富民增收效应，确保

三年后农民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项目要路演 资本来“相亲”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推进企业上市融资

本报讯（通讯员 陈嬿 驻余杭记者 王丽

娟 白赟）日前，一场名为“资本相亲会——挂

牌企业项目路演”的活动在余杭经济技术开

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举行。路演现场，评

委犀利点评，气氛紧张刺激。

路演活动旨在为资本与项目搭建一个有

助于双方结合的平台，帮助更多细分领域中

的“单打冠军”找到合适的资本，让开发区内

的优质企业借助投资方独到的眼光和雄厚的

资金实现跨越发展。

此次路演活动由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钱江经济开发区）主办，邀请了杭州马斯汀

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格临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乐恒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联运环境

功臣股份有限公司5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进行

项目路演，吸引了工商银行、杭州银行、浙商

证券等多家银行以及投资机构。

目前，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

发区）已成功培育上市挂牌企业14家，其中，

新三板上市企业9家，港股上市1家，A股上市

4家。接下来开发区将整合优化经济资源，继

续开展上市培育调研帮扶工作，落实扶持政

策，力争三年内新增上市挂牌企业28家。

“小人物”讲述“大道理”
西溪街道有了草根宣讲团

本报讯（通讯员 张胜美 记者 毛长久）

“这是这个老大哥生前的照片，很早以前，他

就打电话给我，要求捐献眼角膜，在他的鼓励

下，现在一家已经有四个人报名参加了眼角

膜捐献。大哥的眼角膜救治了一位失明少

年，我们来看看他的笑容……”近日，西湖区

西溪街道三楼会议厅里正进行着一场特别的

宣讲活动。

说这场宣讲很特别，是因为宣讲团成员

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身边人，来自基层一线

的普通群众。

今年以来，西溪街道经过层层选拔，挑选

出了7位有理论基础且热心宣讲事业的居民

组成西溪街道“心汇西溪”百姓宣讲团，正式

开展理论宣讲活动。这7位宣讲团成员中，

有各行业的爱岗敬业人员，有光荣的一线调

解师，有公共文明引导员，还有一线环卫工人

等，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

“对居民宣讲，一定要接地气，要以百姓视

角说百姓话，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用得上。”西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齐剑伟说，传

统理论宣讲很容易空，而选拔出来的“民间草

根宣讲师”讲述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内容深

入浅出，道理简明易懂，例子真实朴实。

比如，热心志愿者顾竞能的礼仪服务、环

卫工人江铃的“美丽家园需要你我创造”、浙

江省001号眼角膜捐献者朱强荣的“让我们

架起爱心的桥梁”、人大代表陈珍珠的“不忘

初心”等，讲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身边故事，

故事虽小，但居民群众爱听、愿听。

本报讯（驻临安记者 管光前）大铁锅

里翻炒着香榧，一上桌就被抢销一空；刚

刚出锅的土鸡蛋、小香薯还没来得及吆

喝，就被分抢光了……

刚刚过去的周末，临安板桥镇花桥村

文化礼堂前热闹非凡，板桥镇首届香榧文

化节暨板桥农林特产金秋品鉴会在该镇

花桥村举办。闻讯赶来的城里客把花桥

村围得水泄不通，花桥的香榧、桃源的爱

咯鸡蛋、花戏的小香薯、秋口大米……板

桥最具特色的农林产品都在现场设摊展

销，成了城里客人见人爱的抢手货。

杭州游客常高云是坐着旅游大巴专

门来淘货的。她说，临安的香榧不管是

口感还是口味都不差于诸暨香榧，每斤

100 元的价格还是很适合老百姓消费

的。展销现场还现身了一款农林大研制

的新品珍珠香榧，口感比目前市面上流

行的梭形香榧更细腻、绵糯、香醇，价格

也高出一倍。

据《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记

载：香榧原产天目山区，如今，临安的天目

山、玲珑、板桥等中东部山区仍有大量野

生木榧树。为放大香榧原生地的优势，

2007年，临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

香榧产业，用10年时间，把香榧打造成为

继雷笋、山核桃后扩大农民增收的第三棵

“摇钱树”。目前，临安全市香榧种植面积

达5.6万亩，合计约120万株，产量约25万

斤（带蒲鲜籽）。

板桥镇种植香榧的历史则更早，花桥

村早在15年前就大规模种植香榧。到目

前，花桥村已有香榧300多亩，产量约7万

斤，年产值 1200 万元。在花桥村的引领

下，板桥镇的香榧产业也迅速发展壮大。

到目前，全镇共有近万亩香榧，香榧树30

多万株，今年板桥镇的香榧总产量估计达

到四五十吨。

近年来，板桥镇政府积极发展特色农

业，引导各村打造“一村一品”，涌现出灵

溪草莓、如龙苋菜、桃源爱咯鸡蛋、花桥香

榧、上田茶叶、牌联猕猴桃、花戏小香薯、

葱坑白杨梅、板桥甲鱼、秋口大米、三口泥

鳅等特色农业品牌。

打造扩大农民增收的第三棵“摇钱树”

临安香榧上演“处女秀”

驻富阳记者 骆炳浩 通讯员 施尧兴

“渔山稻香节办了五年，是件了不起的事，它鼓励着
广大科技人员和农民热爱种田、热爱粮食，为国家粮食安
全做出了贡献！”11月12日，由杭州市政府主办的第五
届杭州富阳·渔山稻香节在渔山省级粮食功能产区开幕，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专门发
来祝贺视频，给了大大的赞。

割稻比赛、稻田摇滚秀、“稻花香里说丰年”微摄影比
赛……今年的渔山稻香节以“富春卷首，田园乡约”为主
题，以“回归农耕，记住乡愁”为主线，以农民和市民为主
体，将农耕文化展示与市民参与互动融合，彰显乡村、乡
音、乡愁、乡恋。

记者 孙钥 通讯员 张崇威

天气预报说，本周可能是入冬前最后一段温暖的秋日了。
这么舒适惬意的天气，江干派发了一张来自花儿的邀

请函——本周五，也就是11月18日，一年一度的杭州（江
干）都市花卉节来了。

再过三天，产业园里3000平方米的花卉展示区，将有
近50家花卉园艺企业参展，展销数百种精品花卉。

值得一提的是，园内有高低错落各种卡通造型稻草人，
最大的是一只大象，有5米高。你可以尽情地在他们跟前
拗造型玩自拍。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新奇花卉也来了。比如捕蝇草、猪笼草、
捕虫堇等好玩的食虫类植物。这次花卉节上，还搬来了不少热
带兰花，如卡特兰、千代兰、万代兰、莫氏兰、文心兰、兜兰等。

还是老地点，同协路上的都市花卉产业园。

“如今正在试运行的是项目一

期，130亩，也就是我们举办花卉节的

地方。对面是二期，有48亩，要打造

江干中小学生校外劳动实践基地，眼

下已经动工。接下来还有三期，要做

花卉生产基地。”余卫东，江干区花卉

行业协会会长，也是都市花卉产业园

负责人。

去年一期运营以来，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近百家，入驻率达 85%，其中

还包括了33户花卉电商。

学园林出身的吴晓霞，2015年把

网店搬到了这里。“在大棚里租了150

平方米，房租优惠一半，这对我们小

卖家，可是实打实的补贴。”

她的店铺主营创意多肉，线下还

给大家布置展会，组织沙龙，以及做

做培训等。

“小店经营两年，生意还过得

去。”吴晓霞说，搬来产业园，除了房

租，这里环境和配套都挺好，“有阳光

有温室，交通还便利，这在主城区太

稀缺了。而且快递打包都是园区外

包做的，特别省心。”

吴晓霞更看重的，则是产业链上

下游的合作。

“协会里的微信群定期会发布一

些特别有用的信息，便于我们大家交

流合作。”她说。

未来，余卫东还想在产业园里做

个 APP，大家手机点点就能下单，库

存多少也一目了然。“配货效率提高，

还能一键打包发货。”

连续四年举办花卉节，江干试图

在“城东花海”上走出一条“美丽路

径”：四年间这里已累计吸引参观者

80余万人，节庆期间销售总额达300

余万元。

花儿，已经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城中规模最为庞大、实力最为雄

厚的“美丽产业”。

近年来，江干依托城市化推进，

着力做大做强都市花卉产业。

目前，该区花卉产业年总产值

达 50 亿元以上，花卉种子已占全国

20%以上的市场份额，花卉穴盘种苗

占全国10%以上的市场份额，花坛花

卉分别占省、市50%、80%以上的市场

份额。

特别是去年，该区搭建起了一个

集花卉基地、供应链平台、电子商务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花卉电商平台——江

干（笕桥）都市花卉产业园项目，累计

流转农村闲置土地322亩，投资5000

万元。它也是如今我市最大的集花卉

生产、花卉科研、园艺设计、花艺创作、

电子商务、农学基地、花卉租摆、绿化

养护、园林施工与培训于一体的都市

型花卉产业综合体。

一张来自花儿的邀请函 杭州（江干）第五届都市花卉节周五开幕

何新来与他的创意稻草人秀。

一年一度的稻香节已经成为渔山的盛大节日。

在这里，游客可以观赏金色稻田，体验传统农耕。然

而，最抢人眼球的莫过于创意稻草人秀——金黄的稻

田里，蜿蜒的田埂边，排列着一个个稻草人物、一只只

稻草动物、一堆堆稻草构筑物，姿态万千，惟妙惟肖，吸

引游客驻足拍照，火爆微信朋友圈。

这些稻草人出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画家、省美

协会员何新来之手。自2012年首届稻香节以来，老何

每年都积极参与筹备。除了现场设施布置、墙书、墙绘

之外，他精力投入最多的就是稻草人艺术。

稻香节，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对传统农

耕文明的缅怀与致敬。因此，稻草人艺术，可以理解为

何新来及其团队对童年的回忆、对历史的缅怀、对乡土

的眷恋。可以说，是这一代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本

土艺术家的集体乡愁。

就地取材、源自生活的稻草人，俨然成为渔山稻香

节的吉祥物。年复一年，如何推陈出新，对于何新来来

说是一种挑战。“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考察了许多

人文胜迹，从人文典故、乡村民俗、动漫卡通中寻找创

作灵感。我还读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

立辰先生的花鸟画高研班，为的就是提高艺术修养，不

负父老乡亲的期望。”何新来说。

高大的风车、威猛的恐龙、农夫耕牛、担夫挑书、卡

通里的熊、传说中的龙……今年的稻香节，51岁的何新

来创作了11组、50多个稻草人，从设计、焊骨架到轧

制、布置，整整花了52天时间。看着一拨拨游客闻着稻

香而来，流连在稻草人前，这让何新来颇有成就感。

富阳守望稻菽千重浪 袁隆平发来视频为渔山稻香节点赞

“种植品种‘甬优12号’，亩产达到982.6公斤!”

当杭州市种子总站专家刚宣布完科技攻关田实割

实测结果，富阳互利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午福

立马和合作社的其他几位“庄稼汉”激动地拥在了

一起。

渔山素有“渔浦江山天下稀”之美誉，是富阳的

“生态粮仓”。然而，就在五六年前，位于渔山村的

这畈1700亩水稻田差点消失。“那时，种苗木的话，

土地流转价起码比种水稻高出一倍。流转给谁，这

是村民的自由，但选择的结果，却关乎粮田的命

运。”周午福回忆道。

“苗木出售时，往往将耕作层的沃土带走，洒药

施肥也不像水稻这样讲究，对土地的伤害很大。但

是，利益很诱人，如果不加以引导，这畈粮田就会被

苗木覆盖。”渔山乡乡长汪金利说。

如何捍卫这片稻花香？2012年，渔山乡提出打

造“和美乡风、特色农业、生态休闲”三张文化金名

片，以举办渔山稻香节为载体，打响渔山粮食品牌，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互利粮油专业合作社与省市农科院合作，开辟

“科技攻关田”，不停试验新的水稻品种。亩产量从

600 公斤起步，2013 年 857 公斤，2014 年 863 公斤，

2015年871.1公斤，今年达到了惊人的982.6公斤。

“以3.6元/公斤的国家收购价来计算，亩产值3500

多元。扣除成本，超过苗木的收益了。”周午福说。

稻亦有道，粮食安全体现生存之道，也照见发

展之道。渔山乡墅溪村实施的水田垦造项目，面积

近 110 亩，近日通过了杭州市国土资源部门的验

收。墅溪村党委书记许文华说，过几天，等天气晴

好，就能播种油菜了，明年春天就能看到大片的金

黄。等油菜收割，就能种上水稻了。

江干（笕桥）都市花卉产业园 记者李忠摄配孙钥文

周午福：捍卫这片稻花香

何新来：用稻草创作吉祥物

杭州最大的花卉产业综合体

手机上点点就能一键下单发货

摄影 记者 李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