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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休宁县五城茶干产业规模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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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盛泽赋能产才融合发展

校地“牵手”共创“时尚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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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草莓上市季，

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

豫区新庄镇千亩草莓

特色产业园内，市民游

客享受冬日采摘乐

趣。近年来，新庄镇发

展草莓、莲藕、葡萄等

特色农业，打造以生态

采摘、休闲旅游为主的

生态旅游农业，助农增

收致富。

徐江海 摄影报道

产业赋能、城市赋新，人才是“一线牵

两头”最灵动的一笔。近年来，盛泽镇打

造产才融合的发展平台，支持人才潜心科

研，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12月26日，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盛

泽正走向长三角时尚创意资源和世界级

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集聚高地，吸引

更多优秀的设计人才、品牌运营人才，赋

能“时尚之都”产业多元化发展。

搭建创新协同新平台
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成立于

2019年，是江苏省首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在这里，各类阻燃纤维、无锑纤维、纳米

纤维、高性能纤维研发实验开展，引领“一根

丝”的技术嬗变。设站以来，创新中心上百

名研发人员持续开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累计发明专利174件，持续推进博士后科

研成果与企业需求深入对接，强化产才融合。

“创新中心采用‘公司+联盟’模式，汇

聚170多家领军企业及知名高校、科研院

所，形成涵盖国内纺织纤维完整产业链的

‘最强创新协同平台’，为产学研一体化装

上强大‘加速器’。”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创新中心围绕

高端纤维材料及纺织品、功能纤维新材料、

前沿纤维新材料等领域，已取得一系列突

破性成果，正待连接产业、投入应用。

探索面料设计新境界
走进位于东方纺织城的“设界”，时尚

之风扑面而来。作为来自上海的成熟时

尚设计孵化项目，POP设界 ·盛泽于2019

年入驻盛泽。目前，共聚集各类优秀设计

师300余人，其中“金顶奖”设计师1位、新

锐设计师2位、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11位。

“盛泽设界的一大特色，是属于公共空

间的面辅料展厅。这里有最新、最全的面

料产品，设计师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基本的

面料素材库。”在苏州POP设界总经理董文

华看来，设界打造了一个设计服务共享“枢

纽”，设计师将盛泽优质面料作为创作基

石，呈现面料与设计的和谐共生。“目前我

们接洽了众多国内外原创设计师和时尚领

域知名高校，为企业与院校进行上下游对

接，开展时尚产业趋势信息、供应链支持、

人才赋能、孵化环境等多方面合作。”

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
从丝绸古镇、纺织名城到时尚之都，

盛泽不断增强人才引入、培养机制，深化

校地合作，为本地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人才储备。加深与上海东华大学、苏州大

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连接，今年来共

组织100余名学生访企研学，为其提供广

阔发展空间。恒力化纤博士后工作站4

名博士一同开题、京奕特纤博士后工作站

开题研究涡流纺先进技术……通过18个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集聚青年科技人

才。目前全镇拥有在站博士41人，主要

涉及纺织工程、化学、生物学、机械工程等

领域，为产业创新发展激发人才活力。

“沪苏湖高铁开通后，盛泽与上海、

杭州等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压

缩。我们期待，借助盛泽镇良好的产业

基础、完善的配套资源、广阔的发展空

间，能吸引更多大城市高端人才来到盛泽

施展才华、大展宏图。”吴江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盛泽镇党委书记陈宇说。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小小茶干，是人间烟火，也是产业发

展“密码”。黄山休宁县五城茶干，从700

年的历史中走来，如今迈进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韧劲十足”的茶干香飘四方，加工

业年产值近3亿元。日前，首届五城茶干

产业发展大会在黄山休宁县举行，向众人

推介这一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新法宝。

“江南一绝”美名扬
休宁五城镇，是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

重要集镇、皖南山区农贸特产的集散地。

五城茶干，与采石矶茶干、界首茶干、白

蒲茶干并称为四大茶干，是中国四大茶

干之首。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到

五城茶干时，特在茶干上印下无字印，誉

为“有口皆碑”，称道“江南一绝”。2010

年，“五城茶干”被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后又被列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茶干不咸，吃了玩玩；茶干不丑，正

好搭酒……”这方小茶干，以其物美价廉

而家喻户晓，获得市民的喜爱。然而，伴

随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及周边乡镇同

类产品的崛起，五城茶干一度深感“委

屈”，风采式微，如何推进五城茶干产业发

展，擦亮金字招牌，备受关注。

为此，五城镇打起“生态牌、文化牌、

旅游牌”，围绕“五城茶干”优势传统产

业，制定出台了《休宁五城镇茶干特色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提出在镇

域范围内打造“一带、一心、三区”的豆制

品产业发展布局，做大做强产业链条，推

动镇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城茶干产业协会成立、农文旅路线

及豆制品新品发布、五城茶干技术品牌服

务输出项目签约、茶干手艺人技艺比拼、

茶干非遗技艺大赛、金融+产业联盟签约

以及非遗展示市集，活动将内容重心放在

茶干产业发展上，“嚼劲”十足……首届五

城茶干产业发展大会上，五城镇党委书记

程军勇说：“五城茶干作为黄山独具特色

的农产品，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要立足优

势、发挥优势、再造优势，坚定地迈向茶干

产业第一强镇富民目标。”

产业融合起新姿
“我做豆腐20多年，从骑自行车到骑

电瓶车再到坐汽车卖豆腐，一路走来见证

了五城茶干的发展，如今我们豆腐户更有

信心和底气。”双龙村村民曹树根说。

作为五城茶干的龙头企业，黄山佳龙

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从20年前的小作坊到

如今年产值逾3000万元，年均用工100余

人。总经理洪光明说：“公司推动与地方

农民合作，形成了‘联农带农’效应。这种

模式，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带动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积极

开展对外合作与茶干技术输出，目前已与

江西景德镇、浙江开化等客商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拓宽了销售渠道，提升了品牌

知名度。此外，公司还向外输出生产技术

与管理经验，其行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如今，五城镇探索出一条“小作坊成就

大产业、小商品塑造大品牌、小食品撬动大

跨越”的产业发展新路径。截至目前，已培

育茶干加工企业和家庭手工作坊400余家，

2023年度茶干年加工业产值2.97亿元。

“未来，五城镇将建设豆制品加工生

产集中区，培育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引领、

中小企业为枝干、传统手工制作为补充的

豆制品产业集群，推进豆制品加工产业强

镇建设。同时，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推进主导产业与旅游、文化、体验等

深度融合，加快建成茶干小镇。”五城镇镇

长牛文霞介绍，五城镇将拓展“茶干经济”

价值链，挖掘农业生态休闲、文化传承、旅

游观光等功能，打造“大豆（茶干）+旅游+

美食+文化”的新型业态模式。

休宁县政府副县长汪景峰表示，休宁

县正立足于“两茶两鱼一花”特色产业发

展基础，强化企业主体培育和扶持，通过

县域统筹，打造五城茶干产业集聚区，让

一片茶干致富一方百姓，以产业兴旺助力

乡村振兴。

特约记者 程向阳 本报记者 吕倩雯

一块小茶干 致富一乡人

台州湾畔，逐梦蓝天。日前，浙江台

州路桥机场改扩建工程建成投运，助力台

州打造长三角南翼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台州路桥机场改扩建工程于2019年

12月16日开工，总投资约35.88亿元，是

全国第一个大跨度双曲网壳钢结构工

程。机场新建一条平行滑行道，新建航

站楼面积扩大至原来的近五倍，新建停

机位16个及航管楼、塔台等其他配套功

能设施，停机坪数量是原来的两倍以

上。投运后，台州路桥机场将成为全国

首家实现军民航独立运行的军民合用机

场，预计年旅客吞吐量可达250万人次。

机场是城市的窗口门户，推动区域

高质量发展。工程投运后，将聚力打造航

空枢纽新标杆，建设一流的平安机场、绿

色机场、智慧机场和军民融合发展的示范

机场；临空经济新引擎，进一步优化空港

功能布局，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培育壮大

临空产业，构建临空经济发展高地；对外

交流新门户，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健全多

式联运体系，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为方便出行，台州新修建民航大道，

新增机场快线等公交线路，增强机场辐射

带动作用。未来，台州路桥机场将进一步

优化运力布局和航线网络结构，构建高频

次的公商务航线网络，开通更多“一票到

底、行李直挂”服务，让从台州始发的国际

中转旅客出行更便捷。本报记者 毛丽君

大铁锅锅盖掀起，热气

蒸腾的羊肉被撒上蒜叶、辣

椒等佐料，瞬间香气扑鼻……

近日，浙江土特产 ·湖羊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浔召

开，八方来客因“羊”相会。

据统计，2023年南浔区

湖羊年饲养量达36万只，出

栏商品湖羊19万只，羊肉产

量近4000吨，年产值4.2亿元。

在“湖羊菜品”擂台赛

上，十余支名厨团队比拼厨

艺，当地特色菜红烧湖羊、烤

全羊等引得食客争相品尝。

南浔湖羊的魅力不只有

美味，更重要的是产业的提

档升级。不同于传统人工圈

养，在西堡村练美强村公司

万头湖羊基地，更多依靠数

字养羊，湖羊存出栏量、温湿

度、通风情况等均实现数字

化管控，平均1个人就能管好2000头湖羊。

近年来，南浔在湖羊生态养殖模式上

不断开拓创新，湖羊全程机械化养殖模式

不仅解决了养殖饲喂自动化卡脖子技术，

还瞄准湖羊肉质鲜美开展的保种加选育工

作，造就了羊肉好品质。2022年，南浔湖

羊养殖系统还成功入选浙江省第一批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陆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