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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经济”换挡升级 【

村如其名。盛夏，大运河余杭段西岸
的花园村，白鹭纷飞、花木繁盛。20 年前，
花园村就以苗木远近闻名，大多数村民以
苗木种植增收致富。

村党委书记陈永根说，以“花园”为村
名，是因为村子在运河边，又有很多苗木，
环境美得像花园。现代化、规模化发展的
苗木种植业，让花园村尝到了美丽生态转
变为美丽经济的甜头。

20 年来，以花园村为核心，发展高效
生态的“花园经济”，辐射至整个仁和街

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人们
美好生活需求的高端花卉，继苗木种植
后，成了很多村民和种植大户的选择。

2008年，马红兰在仁和街道成立了杭
州稼禾秀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种
植蝴蝶兰。“现在有60多个大棚，每年种植
约 30 个品种。”最让她自豪的是，2022 年
公司被认定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走进一个大棚，一阵凉意袭来，一盆
盆蝴蝶兰幼株已经抽梗，长长的梗直立
着。“蝴蝶兰抽梗最重要的是控制温度，我
们所有的大棚里都安装了温控系统。”如
今的马红兰，已是蝴蝶兰种植的专家，蝴

蝶兰种植技术也得到了国家级认证。
稼禾的蝴蝶兰供应整个长三角市场。

虽然年产量已达 30 万株，但仍供不应求。
扩产能的计划，已经在马红兰脑海中构思。

目前，仁和街道有2500亩的花木种植
面积。为打破土地资源约束，仁和街道村
民还将花木产业拓展至外地，积极发展

“地瓜经济”，进一步实现强村富民。

【科技强农“春满园” 【

浙江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要重点
抓好“126X”体系建设。其中的“2”，就是
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在高效生态农业理
念指导下，仁和街道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
细分行业全产业链建设。

走进三白潭村的浙江恒泽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鱼工厂”（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系统）、“鱼跑道”（池塘自净式生态循
环养殖系统）、模拟海洋生态环境的“陆基
小海洋”吸人眼球。企业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背后有着 10 多项专利。最近，该公
司还获批余杭鲈鳜科技小院，将推进鲈鳜
领域的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
等。

2022 年，仁和街道渔业养殖面积约 1
万亩，年产值 2.7 亿余元。以“渔创·低碳”
为主题，仁和街道正打造“中国未来渔业
发展新地标”，实施渔业全产业链项目，组

建未来渔业科创孵化园。目前，吸引孵化
相关企业26家、技术型高学历人才12名。

而在渔公桥村，益民合作社打造了千
亩粮食现代产业园，包括新品繁育基地、
水稻全程数字化生产加工示范基地等。
让人惊喜的是，几百亩农田仅有一人管
理，从“会种地”到“慧种地”，数字化、智能
化农业生产在这里成为现实。

据介绍，目前，仁和街道辖区内规模
种粮面积已达 21000 余亩，在播种、插秧、
施肥、收割等环节机械化程度超95%。

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农
业市场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匹
配，高效生态农业正加速推动仁和街道从

“向资源要效益”到“向科技、生态、人才要
红利”的农业转型。

【农文旅融合促共富 【

今年，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重
点是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文明善治和共同富裕“四大提
升”。仁和街道的聚焦点，是在发展高效
生态农业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文旅融合。

美丽生态是基础。以美丽乡村创建
工程为主要载体，在保留原有的乡村形态
和空间脉络基础上，仁和街道扩面推进未
来乡村、美丽乡村等项目。目前，涉及杭
州市城郊结合部专项整治的6个村已全部
完成复评验收。

按照全域共美的思路，仁和街道以
“南红北绿”主题定位，北线以大运河、东
苕溪为东西两端，串连起河湖田漾等生态
景观，打造“湿地村庄”；南线则以红色文
化引领乡村建设，形成有场馆可看、有故
事可听、有经验可学的红色游线。

截至目前，依托于谦清廉文化陈列
馆、中共西镇区委旧址、云会红风情小镇
等资源，仁和街道已形成勤廉文化游、红
色根脉追寻、杭城周末微度假等3大主题5
条游线。

比如，渔公桥村、永泰村和乡村运营
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投资开发和运营杰
克熊奇妙岛，并于今年5月正式开业，为村
集体经济带来旅游收入，也让不少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云会村与供销社联合开
设共富工坊，创新性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年接待访客达8000余人；双方还共同打造
云会村乡创中心，建成后计划招引文创类
企业和人才入驻。

“千万工程”不断迭代，乡村业态也要
在发展中破解新问题、给出新答案。沿着
高效生态农业之路，仁和街道乡村的产业
兴旺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为建设“智造新区、风景仁和”积蓄动能

仁和街道：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打造全域美丽花园
唐骏垚 唐丽莉

环境美起来，产业跟上来，这是浙江20年来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的生动注

脚。

位于杭州城北的余杭区仁和街道，既有连片的稻田，也有以三白潭为代表

的纵横水系，是典型的“鱼米之乡”。20年来，仁和街道坚持走高效生态农业之

路，将其作为落实“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

如今，浙江深化实施“千万工程”，提出全方位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站

在新的起点上，仁和街道正探索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高效生态农业之路：以美

丽生态为中心，打好“项目+运营+品牌”组合拳，激活美丽经济。

仁和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既要让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推动农民共同富

裕，也要为建设“智造新区、风景仁和”积蓄动能。

【一条风情线 【
激活农文旅新探索

2019 年 7 月 7 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对外开放，成为感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朝圣地”。公园所在的瓶窑，迎来巨大
“流量”。

当年，在保护的前提下，余杭启动打
造良渚遗址风情线，探索发展农文旅产
业。瓶窑镇境内的良渚遗址风情线总长
约15公里。

据瓶窑镇区域发展办公室（农业）主
任莫建杭介绍，3 年建设期内，整治提升了
沿线基础环境和公共配套设施，并注入更
多文化内涵，让老百姓在拥有美好环境的
同时也拥有美好生活。

“美颜升级”后的风情线，焕发出朝气
蓬勃的全新魅力，越来越多的沿线村民投
入到农文旅产业中，开起了农家乐、民
宿。来瓶窑采摘游、乡村游、研学游等的
人群，络绎不绝。

这几天，是瓶窑大观山蜜桃成熟上
市季节。风情线上的福山家庭农场，迎
来一波接一波采摘游客。除了采摘，农

场还有研学体验、户外射箭、越野车等
项 目 ，是 一 个 农 文 旅 融 合 的 新 型 产 业
园。

而在塘埠村，熊文租下了 4 栋空置老
屋，使用大量木材和竹子元素，打造了乐
朴山静民宿，成为城市人来乡村寻梦的空
间。2022 年，乐朴山静民宿跻身省级“银
宿”。

与此同时，乐朴山静民宿还成为带动
周边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支点”：将本地
的笋干、烧酒和土鸡蛋包装为伴手礼，以
优质产品带动良好口碑；共同组建杭州富
美专业合作社，推动本地特产销售。

截至目前，瓶窑镇已创建 AAA 级景
区村庄6个，每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一家数字农场 【
描绘现代农业新图景
余杭正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先行区，推

动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在美丽环境向美
丽经济转化过程中，瓶窑以数字技术赋能
推动农业现代化。

在埂头农耕园里，藏着一家“宝藏”农
场—— 彭 公 数 字 农 场 。 这 家 农 场 占 地
1200 余亩，以水稻、果蔬种植为主。神奇
之处，在于它不仅生产粮食和果蔬，还生
产数据。这些数据被搜集、分析、建模，用
来指导农业生产。

以“水肥一体化”系统为例。通过对
气象数据的采集，以及通过传感器搜集的
植株生长数据、土壤肥力数据等，建模分
析出最适合某一作物灌溉量、施肥量、营
养元素的配比；根据分析结果，实现定时
定量精准灌溉。

“数字化赋能农业后，劳动力节省了，
果品品质得到了保障，果品的产量得到了
提高。”农场负责人王倩珏说，农场已初步
实现了轻劳力、工厂化、精准化的现代农

业生产模式。
2022年，彭公数字农场被认定为浙江

省第二批“未来农场”。更让人惊喜的是，
彭公数字农场团队非常年轻，平均下来都
是“95 后”。他们的目标，是把农场打造成
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并形成成
熟的、可复制的模式。

彭公数字农场是近年来瓶窑发展数
智农业的一个缩影和最新成果。九宇抹
茶数字农业工厂、满山红蔬菜现代农业园
等，都在各自领域探索数字化赋能农业的
路径。

在瓶窑大地，数智农业正在“千万工
程”新画卷上描绘出一幅农业现代化新景。

【一个乡创园 【
构建共建共享新模式

乡村，同样是创新创业的大舞台。随
着“千万工程”不断深化，乡村科创成为瓶
窑探索的一条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新路。

走进南山村，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广阔
水域，掩映在岸边树林中设计简洁的房子，

以及“浙江未来乡村科创园”几个大字。颇
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科创园占地约 39 亩，集文创研发中
心、研学课程中心、水上运动基地于一体，
包含办公空间、户外基地、咖啡吧等空间，
不仅为创业者提供办公、商业洽谈和直播
环境，还为居民提供野餐、露营、研学等户
外活动。

瓶窑本地创业者汪雅玉就将公司搬
到了乡创园创客中心二楼。“这里环境
很好，离我家也很近，在这里上班免去
了通勤压力。”她说，随着公共配套越来
越好，相信来乡创园的创业者会越来越
多。园区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有多家文创、旅游、传媒等领域公
司入驻。

当前，瓶窑正打造未来乡村示范带。
以浙江未来乡村科创园为核心，南山、窑
北、西安寺、石濑 4 村携手打造乡创共同
体，合作经营、统一运营，通过整合利用各
村土地、劳动力、产业等资源，吸引更多创
业者、社会资本和优质产业项目，为乡村
振兴提供发展新动能。

同时，通过组建强村公司运营吸引社
会资本和优质产业项目入驻，村集体可获
取相应租金，百姓可到企业上班获取报
酬。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百姓也
能在家门口就业。

推进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贯通

瓶窑镇：以“产业旺、人才聚”点亮乡村
唐骏垚 潘一笑

今年 6 月 15 日，杭州亚运会火种在余杭区瓶窑镇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采

集。9月，火种生发的亚运圣火，将为体育健儿照耀出一条拼搏奋进之路。

20年前，浙江启动实施的“千万工程”，犹如一颗火种，为瓶窑大地的乡村照

耀出一条环境“蝶变”之路：135个“千万工程”项目，让农村人居环境和城乡风貌

焕然一新。

20年的“千万工程”实践中，瓶窑始终坚持党建统领，一任接着一任干，先后

获得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镇、省级森林城镇、杭州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等荣

誉。

如今，美丽环境正向美丽经济转变。瓶窑深化推进“千万工程”，全力推进美

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贯通，以“产业旺、人才聚”点亮乡村，实现“基

础强、环境美、产业兴、人文优”的目标。

浙江未来乡村科创园

长命村址享乐园长命村址享乐园

瓶窑美丽乡村瓶窑美丽乡村

渔业养殖

花园村

蝴蝶兰种植蝴蝶兰种植

恒泽现代渔业园区 （图片由余杭区仁和街道提供）

（图片由余杭区瓶窑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