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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沪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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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新、农业基建新、农业

全产业链新，“长三角农业硅谷”围
绕“一核三园多点” 的总体空间架

构， 致力于形成“科研—孵化—加
速—产业化—示范”全产业服务链，
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

字联动，谱写出农业科技新模式。
近日， 走进南浔旧馆街道果蔬

高新科技孵化园的大棚内， 种植水
平预估曲线、 作物生长曲线等各项
数据在大屏中不断更新显现， 雾化

喷头均匀地喷洒到每一盆果蔬，精
准配比的肥液， 直接输送到果树根

部……满满的“科技盛宴”无不向人

们展现着现代农业的魅力。

与一般的农业产业园、 科技园

不同，“长三角农业硅谷”是一个“以

人才支撑为动力源泉， 以科技创新

为第一路径， 以制度创新为重要保

障，以资源整合为强大合力，以实现
共富为发展导向” 的现代农业科技

平台，并计划引进建设 1 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1 个省级创新中心、1 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 个以上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和一批科创团队、5

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引进本科以

上人才 2000 名以上。

如何让“农业硅谷”这个宏伟的
蓝图落地变为现实？记者从南浔区农

业农村局了解到，南浔区将从多个方

面聚力打造独属于南浔的“长三角农

业硅谷”，依托南浔区特色粮油、精品

果蔬、生态湖羊、淡水渔都 4 张金名
片，深入实施农业硅谷核心功能区和

示范园区建设，围绕现代种业、数字

农业、生物肥药和大健康食品等新兴

农业产业领域，重点引进和培育有特

色、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核心企业

和重大关键项目。
“我们正全力推动争取用 3-5

年时间， 围绕 8000 余亩的空间总

规划，奋力打造集科研中心、转化中
心、研发中心、人才中心、企业中心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圈，力
争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重要

输出地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南

浔样板’。 ”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坐拥优良的资源禀赋，面临难得

的历史机遇，南浔着力建设的“长三

角农业硅谷”正逐步精彩重现，一幅

壮丽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徐徐展开。

“非常感谢两位窗口

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非常

好，办事效率非常高！ ”3

月 27 日下午， 蒙先生在
南浔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

窗口写下了这封表扬信。
当天上午 11 时点左

右， 蒙先生来到医保窗口

咨询能否将他 2006 年在
深圳的医保年限转过来。

“省外转入需要医保参保
凭证， 你可以电话联系深

圳医保局咨询获取医保参

保凭证的途径。”该窗口工

作人员余芳芳、 潘丽莉告

知蒙先生。 得知蒙先生离

开深圳十多年，子女都不在

身边后，余芳芳、潘丽莉通

力合作，帮助蒙先生多次拨

打深圳医保的咨询电话，根

据网址，反复验证注册。
下午 1 点多， 余芳

芳、 潘丽莉协助蒙先生成

功下载参保凭证， 并帮其

办理了职工医保转移接续

业务。“我自己到深圳去办

的话，估计要好几天。 ”蒙
先生说。

“我们将从群众实际需求出
发，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真正把

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南浔
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南浔区政务服
务中心医保窗口全体工作人员将
一如既往秉承“五心服务，让医保

更有温度”的服务理念，为参保群

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

医保暖心服务。

连日来， 在南浔旧馆街道浙江

金晨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各
大生产线近乎“满功率”运转，一排

排印布机轰鸣运转， 源源不断生产
出印着精美图案的织布， 工人们在
岗位上忙碌而有序地作业， 赶制发

往欧美国家的订单。

“目前企业生产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 每天都在忙着赶

工。”忙碌了一天的金
晨纺织相关负责人介

绍， 近段时间企业的
订单需求旺盛， 目前一季节的订单

已经达到了 500 万美金，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 30%以上，生产订单

也已经排到了 6 月份。
据悉， 金晨纺织主要从事热转

移印花纸，印花布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工作。面对大好的市场形势，公司

通过不断加强科技研发， 更新迭代
产品，用优质资源、优质服务稳住老

客户，拓展新客户，扩大产品销售渠
道。

“我们的产品主要发往欧美，今

年的形势大好， 不少客商和渠道都

找了过来，需求一下子增长，我们的

订单也随之增加了。”金晨纺织相关

负责人说， 这一切的前提是企业的
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

品牌影响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金晨纺织

重点围绕做深做透原有的客户、研

发新的产品、开发新的花型、抢占市
场先机等方面做足功夫， 无论是品

质还是口碑， 都经过了长年累月的
积累和提升，受到众多客户的青睐。

与此同时， 订单火爆让员工的

“钱袋子”也充实不少。“员工的薪酬
待遇好，才愿意跟企业共同发展、共

同进步， 也能让员工介绍自己的亲
朋好友过来，壮大员工队伍。 ”该负

责人说， 他也期望着让传统纺织企

业能及时乘上电商发展的快车实现
转型升级，在新时代走得更远。

4 月 6 日， 在南浔区双林镇倪

家滩村的“BAP 牛蛙养殖盒马村”
湖州通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牛蛙养

殖基地内， 基地负责人梁军捧起一
只牛蛙向记者展示， 只见牛蛙臀腿
部线条非常饱满。

前不久，2023 湖州南浔 BAP

牛蛙养殖盒马村挂牌仪式举行，南

浔区成为盒马鲜生全国首个“BAP

牛蛙”定养基地。该基地通过全球水

产养殖联盟评审验收认证， 成为全
球首家 BAP 认证牛蛙养殖基地。

“传统牛蛙养殖，部分养殖户为

了提高生存率， 从蛙苗开始就需要
定期喂食抗生素， 不仅造成环境污
染，也容易造成蛙肉中药物残留。 ”

梁军告诉记者，而他们为了养殖“无

抗”牛蛙，经历了几代正本清源，消

费者食用的“牛蛙父母，乃至祖辈”
都是无抗生素养殖的一代。

同时， 基地所有饲料均在浙江

恒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制，
将有抗生素风险的蛋白原料全部剔

除，只保留成本更高的鱼粉。定期给

牛蛙喂食鱼肝油、维生素、乳酸菌等
动物保健品调理牛蛙肠胃， 达到健

康饮食和营养调节， 提高牛蛙自身

免疫力， 从而不再依赖抗生素去治
疗蛙病。

在基地里，牛蛙的运动空间是

传统养殖牛蛙的 3 倍，这样牛蛙就
有足够的空间“练体能”。 值得一提

的是，好水养好蛙，活水养殖也是
该基地的特色。“我们每天引入太
湖水，保障牛蛙的生态环境。 ”梁军

说。
“目前，南浔‘BAP 牛蛙’已在

盒马鲜生全国 295 家门店同时铺
货，迅速抢占全国市场。 ”南浔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双方将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和产销协

同，进一步提高牛蛙的品质，更好地

实现品牌赋能、 平台赋能和数字赋

能， 进一步完善南浔区农业全产业

链，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农
民共同富裕。

如何让便民路更便民？ 听听居民怎么说
南浔古镇景区中段的便民路

上， 众多房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由于前期缺乏规划，如今，便民

路道路狭窄、民居分散管理难、公共
设施老化等诸多问题。对此，居民群

众对片区有机更新的呼声越来越

高，亟待涅槃重生。
居住环境不佳 雨夜不敢睡觉

走进便民路路段居民楼的楼道
内，记者看到，不少杂物乱堆乱放，
本就不宽的通道显得更加拥挤。“我

们居住的房子是 1980 年左右我先

生单位分配的， 几年前墙面重新粉

刷过， 但因为漏水墙皮已经又开始
脱落了。”住在原轴承厂宿舍楼一楼
的居民沈女士向记者指了指已经卷

起边角的砖纹墙贴。“地面总是返
潮，我们一楼就更加严重了。 ”据了

解，2008 年以前， 沈女士曾在便民
路社区工作过。 在任职的 8 年间，

沈女士印象最深刻的工作就是调解
邻里纠纷和反映水管不通的问题。

“大家住得近，公共区域难免有些矛
盾。 ”她告诉记者。

隔壁楼的邻居李阿姨也忍不住

抱怨房子潮湿，“不仅房子潮湿，一

下雨我们就紧张。 ”李阿姨说，楼上
的房子是出租给别人的， 漏水了也

经常联系不上房东。 收纳的被子衣

服时不时就要拿出来晒一晒， 不然
就容易长霉点。 阳台的外墙因为长

期渗漏，墙皮也大块大块脱落。而小
区内主路段路面狭窄， 不利于消防

车辆通行， 加之多数房屋以砖木结
构为主，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

基础设施不全 居民生活不便

走过步行道， 记者发现地势低
处的下水道井盖口有积水外溢，虽

然没有下雨依旧排水不畅。
“每到台风天， 这个路肯定积

水。 ”今年 80 多岁的徐大爷告诉记

者，“那段时间别想出门了。”自从古
镇景区调整规划后， 便民路原本可

供公交通行的路口建起了新桥。“现
在公交车都不经过我们这儿了，八
十多岁了， 想出门得走十几分钟到

浔东菜场附近的公交站。 ” 徐大爷

说， 这是自己觉得生活最不方便的

地方。“很希望搬新家， 我住了 38

年了。”徐大爷现在住在便民路 150

号居民楼。 邻居王阿姨也对征收后

搬新居很期待，“我们这边都是老房
子， 很多里面的户型都不方便安装

燃气管道。”而便民路上一家商铺的
老板吴先生头疼的则是附近的停车

问题。“一圈转下来都找不到一个车

位。 ”吴先生告诉记者，有时候大家
只能在很远的地方停好车再走回

来，“路小车又多， 上下班高峰的时

候特别堵。 ”

虽然居民多， 尤其是老年人众

多， 但是附近居住区域绿化明显不
足、居民晾衣架随意搭建、道路破损

等问题突出。 因为老小区居住人员

复杂，专业物业进驻不了，维修资金

也难以落实。说起物业，居民李大爷
带着记者去了一处自建房， 一户人
家将废旧的防护栏、 铁丝网以及木

棍钉在一起，在里面养起了孔雀。由

于这一片区域没有物业管理， 至今

仍未处理。
需求呈现多样 更新愿望强烈

“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是我最熟
悉的地方。”居民钱先生是土生土长
的南浔本地人。然而，随着城市的飞

速发展， 原先繁华热闹的地段开始
变得破旧和脏乱， 显然已经跟不上

现代化生活的追求。
当问到有机更新意愿时， 钱先

生很是激动。“这里附近没有公园广

场，简单的健身设施也没有，景区游

客又太多，我父亲喜欢活动一下，平
时都要大老远找地方。 ”钱先生说，

希望有机更新后， 能有近一点的去

处方便父亲锻炼身体。
“节假日，景区里走出来的游客

比较多， 要更加注意道路上的垃

圾。”便民路路段上的保洁员胡先生
说。 来自湖南的游客尤女士也有想
法，“我看路上一直有人打扫， 卫生

还好，就是车不好开。”她告诉记者，

“我们是跟着导航来的，感觉这边路

上跟景区相差比较多， 确实比较老
旧，但有老城区的味道，可以开发一

个步行街让游客走走。 ”
在记者的采访中， 许多居民都

表达了早日希望有机更新的愿望。

同时，希望进行有机更新后，政府能

够加强引导和统筹协调， 后续管理

也能跟上。“征收政策公开、阳光透
明，我们没有理由不赞成。 ”居民们
纷纷表示，不仅大力支持，还打算发

动还在犹豫的邻居， 在维护住户合
法权益的同时， 一起用行动支持有

机更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