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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徐玉霞 黄雨欣
通讯员 李凤超

上周末，全国首个跨省乡村
半程马拉松开跑，吸引了全球 12
个国家、国内 22 个省份、309 个
城市 3619名跑者前来参赛。浙
沪乡马，跑的是乡间道路，赏的
是乡村美景，一路上，高科技产
业大棚、新型农业工厂等现代农
业设施亮眼夺目，成为了关注的
焦点。

农业发展与马拉松赛程异曲
同工。如同跑马拉松，农业发展
也要秉持着耐力、坚持、持续进步
的精神来激发后劲，推动农业的
创新与发展，这在平湖广袤大地
上，频频上演。而农业发展如何
越跑越远、奔向更美好的明天，也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乡村半程

马拉松，这几年，它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跑者参与其中。究其原因，
必然离不开赛事这一条独特的

“乡野”赛道。
“乡野”两字，不是单纯指惬

意的田园生活，而是它背后蕴含
的农业的无限魅力。要想深刻体
会一番，不妨穿上一双运动鞋，用
脚步丈量赛道，于场景转换间零
距离感受农业产业带来的律动与
脉搏。

来到朱平公路时，首先领略
到的就是预设目标的重要性。“我
们以‘草莓让乡村更美、让生活更
甜’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
的草莓科技服务商和产业运营
商。”嘉兴佳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淑萍说。在这里，一座
座玻璃大棚拔地而起。如果将农
产品拟人化，那么这里的草莓一
定来自“大户人家”。它们生长在
高端的设施大棚里，除了有行业
里领先的种苗繁育技术加持，还
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施装备轮番

上阵，提供高效、精细的照护。通
过数字化的支持，这里的草莓产
业正变得更加美丽、高效和富裕。

再向前出发，在农创大道，又
能感悟一番科技带来的神奇魔
法。在中以设施农业示范园，格
外吸人眼球的就是新型复合耕作
体系——鱼菜共生，这种体系实
现了“养鱼不换水而水质清澈，种
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的小型生
态共生系统，实现了可持续、循环
型、零排放的低碳生产模式，在减
少养殖空间的同时，还节约水资
源。

驻足于龙丰公路，我们看到
的是发展策略的创新性。蓝城·
三菱蔬菜工厂以现代科技构筑

“智慧农业”，形成了“现代农业
园+高科技示范区+农旅文化体
验”的复合型功能，推进农业文化
旅游“三位一体”发展，既可采摘
也可直接购买当季果蔬。它还以

“春田瓜瓜”为特色 IP，以春耕秋
收重大农事活动为纽带，形成了

农业研学游和农旅休闲游两大主
题线路。

一条马拉松赛道，蕴含了
丰富资源的农业宝库。细细看
来，提前确认目标、规划前行方
向……这一系列的举措不正是
与跑马拉松所需精神相契合
吗？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这是
“新农人”对于乡村美好生活的祈
愿，更是对于乡村振兴的美好愿
景，他们也正以实际行动让这个
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二

刻板印象，也存在于农业。
曾几何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耕作方式总是让人感到既无奈又
心酸。

像跑马拉松一样发展农业，
实现了让农业发展主体始于农而
不止于农。这种发展方式靠的又
是什么？

提耐力。一步耕耘，一步收
获。“自2017年农开区成立以来，
我们像抓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一样
抓农业园区规划建设、像抓工业
招商引资一样抓科技农业招商、
像搞产城融合一样搞产乡融合，
推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广陈
镇副镇长王斌说。七年时间，在
这条赛道上，农开区坚定信心、保
持定力、匠心经营，目前已引育了
一批以佳莓、福纳瑞等为代表的
种子种源项目，打造了一批以星
科、粮食公用码头等为代表的稻
米产业链项目，布局了一批以绿
迹农业、蓝城农业等为代表的蔬
菜产业链项目，发展了一批浙江
后稷、众信设备为代表的智能装
备项目。

像跑马拉松一样打造农业硅谷像跑马拉松一样打造农业硅谷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陶佳迪

【新闻印记】2022年 1月 21
日，《嘉兴日报·平湖版》刊登了

《从闲置码头中驶出的共富“船”》
一文，报道了全市首个“众筹+”
项目成功分红，平湖通过共富码
头建设，找到了一条强村富民的
新路径。

【奋进足迹】货运船只川流不
息，来来往往的客商在标准化的
码头上卸货、装货，一切有条不
紊。这番场景就发生在新埭镇大
齐塘村“共富码头”上。

这个配套设施齐全的现代化
货运码头，曾经却不是这番模
样。原先，这里是诸仙汇建材堆
场码头，建于 2002年，曾是村里
的优质资产，地理位置优越，水路
交通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
但由于常年粗放式经营，不仅每
年只有55万元的年租金，最终还
因码头基础设施陈旧破败，消防、
环保、安全等都存在隐患，于
2019年停运。

“这么好的码头就这样荒废
在那边，太可惜了。”码头停运后，
村里人每每聊起，都满是遗憾和
感慨。但要重启码头并不容易，

资金需求大、改建难度大等实际
制约因素都需统筹考虑。

如何激活码头，让村集体资
产真正发挥效益？成了大齐塘村
党委思考的问题。2020年，“众
筹”模式的春风吹到了大齐塘，村
党委书记黄伟等村干部第一时间
深入走访，收集民情民意，创新性
提出了邀请村民众筹入股码头项
目的具体方案。

“经过前期综合考量，码头改
造的总造价是1365万元，村民与
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初步建
议众筹募资 450万元，约占总投
资的 35%。没想到，一推出就受
到了村民的欢迎，认购资金超越
预计。”黄伟说，2020年 12月，入
股资金正式收取，全村村民以入
股自愿、退股自由为原则，按照基
本股 2000 元/股开启众筹，每个

股东户可入 1到 5股。为了带动
共同富裕，大齐塘村还主动将低
保户及低保边缘户纳入众筹范
围，以垫资入股的模式增加低收
入家庭的年固定收益。认购期结
束后，全村 575户村民家庭参与
认购，筹得资金642.8万元。

2021年 1月，码头改造项目
正式开工，库房、吊机、标准化港
池等基础设施一一建设完善，实
现了码头的现代化运作和清洁化
生产。2021年11月，新码头公开
竞价招租，经过了66次的叫价竞
拍，一家航运企业最终以每年
370 万元的价格获得码头租赁
权。

2022年1月20日，平湖首个“众筹+”共富码头分红。从码头出发，强村富
民的梦想逐渐照进现实——

“众筹+”走出共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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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旭东 通讯员 李宇欢

本报讯 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日，位于
林埭镇双庙村的平湖市城东公交枢纽建设工程
正在全面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三通一平（水
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已顺利完成，桩基基
础施工正有序推进。

平湖市城东公交枢纽位于林埭镇双庙村
3组，金海洋大道以东，何家塘以西，北侧为河
道，南侧为富庄路，项目总投资 4.1 亿元，总占
地面积 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5万平方
米。

项目建成后有机动车位 219个，包括地下小
客车停车位215个（其中充电桩停车位26个），公
交车停车位 98个（其中充电桩停车位 60个），装
卸车位21个。非机动车位269个，另有光伏组件
2400平方米，年发电量可达702240kWh。

该项目借力“互联网+”将当下公交交通模式
与城市环境融合，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验收
并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为群众提供开放、亲切的
公共交通场所，实现公交枢纽中心服务的智能化
和智慧化。同时以低碳能源创新为核心动力，通
过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手段助力公交枢纽转型升
级。

城东公交枢纽
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公布了最新一批
“千年古镇地名文化遗产”认定名单，我市当湖
街道成功入选，再次彰显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当湖，光地名就有着道不尽的故事。早在新
石器时代，先民已在此从事劳动。根据南朝梁
（502—557）刘昭为《后汉书》所作的注文中，《后
汉书·地理志》注云：“海盐县之故治，（汉）顺帝时
陷而为湖，今谓之当湖。”可见，早在 1500年前，

“当湖”之名就已出现。
有物质文化遗产 111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31

处……如今的当湖街道，更以其独特的地名文化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目
前，当湖拥有明代的城隍庙正殿、清代的莫氏庄
园、报本塔等众多比较著名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历
史建筑。同时，这里作为全市水陆交通运输中
心，更是一个繁华的大都会，用历史与现代的和
谐共融来形容它，恰如其是。

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历史文化和现
代元素交织共生的代表。这里保存了大量的
明清建筑群，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街道两侧，古朴的店铺林立，传统手工艺品琳
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周末或节假日，许多
家庭选择来这里散步休闲，孩子们在古老的石
板路上追逐嬉戏，老人则坐在街边茶馆里品茗
聊天，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再往前
走，莫氏庄园映入眼帘，这是清朝晚期的一座
大型私家园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步
入庄园，古树参天，青砖灰瓦间透露出浓厚的
历史气息。园内布局巧妙，亭台楼阁错落有
致，流水环绕其间，仿佛让人穿越回那个风华
绝代的时代。

“我从小生活在当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
悉，现在当湖越来越有名气了，来参观的人也越
来越多。我为家乡有这样的历史遗产感到骄傲，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古镇的保护和
发展中来。”市民章先生说。

古镇当湖
千年繁华依旧

■记者 倪雨伦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了各区域的特色文化
精髓，更作为文化特色成为区域间的交流载
体。近日，2024“焕新非遗·天府之夜”在成都举
行，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此次活动中大
放异彩，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潮流的完美结
合。

在“非遗潮好买浙派好礼”区域，我市带来了
五项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包括老鼎丰酱油酿造
技艺、玫瑰米醋酿造技艺、省级非遗项目平湖糟
蛋制作工艺、平湖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半固态发
酵法白酒制作技艺。这些项目不仅展示了我市
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传递了我市深厚的文
化底蕴。

五项非遗项目以传统美食制作工艺为主。
其中，中华老字号“群欢”酱油色泽红亮，味道鲜
美，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成为我市的传
统技艺代表。玫瑰米醋，独特的玫瑰香气和酸爽
口感，成为平湖市的另一张名片。省级非遗项目

“龙湖醉”平湖糟蛋，色泽金黄，口感细腻。而以
嘉兴老字号赵嘉康达糕点为代表的传统糕点，更
是以其精美的外观和丰富的口味，展现了平湖市
传统糕点的独特魅力。我市展出的半固态发酵
法白酒制作技艺，以钟溪仁记“棋”开得胜白酒为
代表，入口绵柔，口感香醇。

通过参加成都“天府非遗周”系列活动，我市
不仅向全国各地展示了其丰富多彩的传统技艺
与工艺，提升了品牌知名度，还促进了文化交流，
拓展了合作空间。

平湖非遗
亮相“天府非遗周”

■记者 陶佳敏

昨天，在长胜路
高桥改建工程现场，
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电
缆敷设、路灯安装等
工作。据介绍，随着
路面工程施工的稳步
推进，目前已完成项
目总工程量的93%。

■摄影 王 强
陈晓逸

高架桥
新进展

（下转2版）

本报讯 昨天下午，浙江景
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高质
量创新发展大会，发布了全新的
生活用纸系列产品——润可多，
旨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加舒适、安
全的使用体验。

“坚守实业、专注造纸是公
司发展永恒的主题。”正如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所言，1984 年 8
月，景兴从平湖第二造纸厂起
步，积极拥抱变革，抢抓机遇，从
昔日的造纸小厂发展成为以造
纸为龙头、集纸制品加工于一体
的国际化大型企业。今天的景
兴，已形成工业用纸 155 万吨、
生活用纸 18.8万吨、纸包装 2亿

平方米的年生产规模，产品逐渐
形成以工业用纸、生活用纸、纸
包装、纸浆等为主导的四大系列
产品结构。

40年里，“求发展”是景兴不
变的使命，“求创新”也已刻在了
景兴发展的血脉里。1988 年 1
月，求存图变的景兴全面倡导

“向管理要效益”理念，提出“生
产不停，技改不断”的经营方
针。尤其“3250工程”上马后，成
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造纸车间，企
业产量突破 10 万吨大关，迅速
成为造纸包装业界的后起之秀。

面对严峻的外部发展形势，
利用资本市场成为景兴发展壮
大的重要选择。2006年 9月，随
着深交所一声清脆的铜锣声，景
兴正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员“新

兵”，从此开始探索产品经营和
资本经营有机结合的发展之道。

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创新发
展的重大支撑。景兴坚定践行

“两山”理论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需求，积极响应国家环保号召，
始终秉承绿色清洁发展的理念，
以绿色制纸为主要发展方向，努
力实现造纸和环境友好和谐发
展。目前通过技术创新，已授权
发明专利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4项等，且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10 项等。
公司先后获得“全国重点用水企
业水效领跑者”“国家节水型标
杆企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企业”、全国排污改革第一家
发证单位等殊荣。

向外顺应趋势，向内自我革

新，是景兴的“立企之本”。“走出
去”，正是景兴大力实施“地瓜经
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的
务实之举。2020年，景兴马来西
亚一期项目动工建设，2023年中
期试生产。景兴“走出去”步伐，
还在不断加快。今年上半年，马
来西亚二期项目完成增资备案
手续。增资后，景兴对外投资额
超 5亿美元，成为平湖单个项目
总投资额最大的境外投资项目。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
新牌，景兴走到了今天，并成功
入选浙江省 2024年未来工厂试
点企业名单。朱在龙表示，未
来，公司将致力于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应用，持续深化全价值链数
字化未来工厂建设，通过业务模
式的创新，整合供应链体系、推

动行业标准化建设、加快数据流
通共享，最终赋能造纸行业变
革，助力整个造纸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促进行业向智能、高效、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

景兴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其发展，正是平湖造纸行业一路
转型发展的缩影。造纸行业，曾
是平湖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
随着产业“大浪淘沙”，像景兴这
样的造纸企业逐渐适应发展趋
势，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在生存
中求得发展，不仅站稳了脚跟，
还实现了上市等华丽转变，成为
整个造纸行业的“佼佼者”，并推
动平湖造纸产业向绿发展、向新
发展，今年前 9个月平湖全市造
纸行业实现产值 78.8亿元，同比
增长13.3%。

平湖造纸行业向绿向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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