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完善
锻造产地硬实力

一颗颗绿油油的生菜，在农开区肥沃
的土地上栽种、成长；采收之后，顺着

“T300农业科创走廊”，来到赛沛弗集团廊
下工厂进行再加工；最后进入盒马、山姆、
汉堡王等客户手中，直达群众餐桌。

这颗生菜的奇妙之旅，展现的是农开
区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决心和
毅力。先前，农开区与隔壁廊下镇，布局
建设了“T300农创走廊”并覆盖至长三角

“田园五镇”。这条“T300农创走廊”，穿越
浙沪边界，沿着朱平公路、漕廊公路呈 T
型布局。“T300农创走廊”的建立，为两地
整合优势资源，加快产业联动发展提供了
基础，这也是农开区搭建这条蔬菜供应链
的有利条件。这条供应链的关键一环，正

是赛沛弗科技发展（浙江）有限公司的引
进。

2024年2月，赛沛弗科技发展（浙江）
有限公司，作为原亚太蔬菜体系的控股总
部被引进并设立在农开区农创中心，这也
是平湖引进的全市首家农业上市后备企
业。

作为一个总部型项目，赛沛弗集团的
到来，在农开区建立了一条完整的供应
链。从去年 8月起，农开区内企业浙江后
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赛沛弗供应生菜、
芝麻菜等，“农开区目前只有后稷一家企
业进入我们的供应链体系，我们希望以后
稷为合作起点，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赛
沛弗集团法定代表人费斌杰说道。

对后稷来说，与赛沛弗的“牵手”正在
越握越紧。“今年，我们也将进一步深化与
农开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生菜种植范
围，现在我们也在洽谈合作细节。”浙江后
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他们
现在供应给赛沛弗集团的生菜、芝麻菜，
主要来自他们自己的智慧农业产业融合
示范园和他们负责运营管理的山塘共富
大棚两个基地。等新合作谈妥、新项目上
马后，后稷还将进一步提高给赛沛弗集团
的供应量。

从后稷种植基地，到赛沛弗集团廊下
工厂，再从赛沛弗集团对外销售，进入终
端市场。这样的供应链，将随着赛沛弗集
团平湖工厂的建设，更加牢固地根植于农

开区。“我们计划在农开区新建一个集即
食蔬菜、即食水果及热厨一体配套的新工
厂，年果蔬深加工量预计可达 1.5万吨。
这个项目启用，将意味着农开区采收的蔬
菜就可以在当地加工，规模化对外供应。”
费斌杰说，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选址定
位，占地面积约30亩。

供应链上见真章。在这条供应链上，
我们见到了各个农业主体携手并进、抱团
发展的新面貌，也见到了农开区产业发展
从竞争走向竞合的新气象。最关键的是，
一条供应链，“牵”起的不仅是单个农业主
体，更“牵”出了农开区整个地块农业发展
的核心力、向心力，这也必将构筑起农开
区发展的核心优势。

采访札记

“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在农开区采访
时，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最纯朴印象。这里
的不一样，不仅是现代化的设施大棚、成片
成片的农田，也不是普通农民到职业农民的
转型，更不是农民作业场景从“面朝黄土背
朝天”到“穿着皮鞋去种地”的变化。这里的
不一样，是农开区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农业发
展模式，这是农开区不负市委、市政府所托，
全力打造的“广陈模式”。

探访新模式，我们看到了创新突破的劲
头。农开区“从无到有”，与广陈镇合署办
公。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突破的过程，农开
区自带着创新的基因。这几年，农开区将这
股创新突破的劲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农
产品种植的前提下，农开区加强农产品精深
加工，做足做活“农头工尾”文章，越来越多
的“农业菜”放到了“工业锅”里炒，甚至还引
发了“旅游热”。做强农业，却不止于农业。
今日的农开区“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在农业
发展的基础上迈开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新步子。这样的步子，正越迈越大。

探访新模式，我们看到了抱团发展的实
践。自农开区 2017 年成立以来，众多高质
量农业项目落地生根、喜结硕果。看似一个
个独立的农业项目落户，却在无形中“串点
成线”，组成了一条条产业链。产业链发展
模式，为农业种植吃下了定心丸，一环扣一
环的种植，让农业生产有了更多“不愁卖”的
底气。产业链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抱团发展
模式。农开区的抱团发展，还体现在农业产
业“反哺”，通过农业龙头企业与地方村集体
合作，建设运营一个个共富大棚，实现了村
集体和农户收入双增收。抱团发展，这不仅
是发展模式，更是发展智慧。在农开区，抱
团发展实践正遍地开花。

探访新模式，我们看到了长期主义者的
坚定。“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做难而正确的
事”，这是我们采访农开区领导时，他们经常
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像很多果树需要多
年栽培才能迎来丰收时刻，农业并非是一项
一蹴而就的工作。农开区干部自然懂得这
个道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之以
恒的耐心和久久为功的毅力，从建设农创中
心为农业项目提供成长平台，到坚定不移招
引“高精尖”项目，一系列打基础、利长远的
工作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一个新的农开区正
在缓缓展开。

土地不负播种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农
开区大地万象更新、风光旖旎。新模式，孕
育着新希望，也催生着新使命。站在新起点
上，唯有继续保持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在培
育壮大农业新质动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这件难而正确的事上奋斗不停、耕耘不止，
才能续写农开区“从有到优”的新故事。

■胡佳英

价值链提升
增强产业带动力

“一层是冷库，主要用作仓储；二层和
三层是车间，主要用于牛肉精深加工；四
层则用作食堂、办公室等。”看着厂房一层
层往上建，浙江瑞轩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延心中的希望也逐渐“长大”：瑞轩平
湖基地，将作为瑞轩总部进行全方位发
展。

“我们只做牛肉”，这既是瑞轩食品的
终生使命，也道出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范
围。瑞轩食品是平湖农开引进的一家以
优质牛肉为原料，再精深加工成牛仔骨、
牛排、牛肉粒等产品的企业。说起落户农
开区，陈延说他们与农开区很有“眼缘”，
农开区建设农业硅谷的定位与公司发展
不谋而合，后来经过多方考察，他们最终

选择落户。
去年10月，占地面积15.6亩的瑞轩平

湖基地项目开工建设，主要是建设一栋四
层高的厂房，建筑面积约 2.7万平方米。
据陈延介绍，不管是项目前期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还是项目进入
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项目的整体推进始
终保持较快速度，预计今年 3月底 4月初
就将结顶，7月底竣工验收，10月争取试生
产。“投产之后，我们山东基地将一次性搬
过来，上海基地也将陆续搬过来，整体打
造瑞轩总部基地。”陈延说。

眼下，虽然厂房建设还未完工、项目
还未投产，但项目已初现其高质量发展属
性。“我们已经开展了服务贸易，今年贸易

额将达到四五千万元。”陈延说。此外，他
们还在平湖农开创建了电商公司——嘉
兴宏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设 2家平台
店铺，今年电商业务成交额力争突破 500
万元。

以牛肉为原料，开展牛肉深加工，再
进行原料交易、成品销售，瑞轩做的是立
足一产，推动产业“接二连三”发展的文
章。在农开区，做如此文章的企业，不在
少数。比如开心酿造项目，该项目以小麦
为原材料，制作啤酒。目前，该项目已经
完成准入，预计3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国
庆节前投产。又比如Fei咖啡“前店后厂”
项目，该项目以咖啡豆为原材料，进行精
深加工。目前，“前店”即FEI COFFEE店

铺已在明月山塘景区开业。“后厂”部分已
经完成设计，预计今年二季度开工。

以牛肉、小麦、咖啡豆等农产品为原
料，进行精深加工，乃至推动文旅发展、电
商发展……今日农开区，已不局限于单纯
的农产品种植，而是踏上了从单一农产品
种植向精深加工升级的新路子。“开展农
产品精深加工，是农开区谋划推进第二曲
线时，做大农业新增量的重要之举。”平湖
农业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广陈镇党委书记严彬说，推动农产品
精深加工，不仅打造了农产品的增值增长
点，而且还提升了农业的价值链、带动力，
让土地有了更高的亩均产出，让农民有了
更丰厚的收入。

满园春色关不住。在位于龙萌村占
地面积约 30亩的连体温室大棚内，映入
眼帘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
象。只见基质蓝莓整齐排列，繁茂的枝叶
间挂着累累果实，或青、或紫的果子颗粒
饱满、色泽纯正。

“再过半个月，头茬蓝莓就该收获
了。”一旁，浙江众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先华正细细观察着手中蓝莓的长
势。3月初，这些蓝莓就将被冠以“7.2度
蓝”的品牌，进入市场。

杨先华的蓝莓大棚配备了先进的自
动化气候环境控制系统，且采用了基质栽
培的方式。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下长大的
蓝莓，花青素比普通蓝莓高5倍。每亩蓝

莓产量将达到 2000斤以上，整个基地能
收获约6万斤果实，比室外种植产量高出
近10倍。

产品优质、供应充足，为品牌行稳致
远提供了保障也带来了高收益。“我们将
蓝莓分级，把直径在 18mm以上的优质果
挑选出来，再冠以品牌进行销售。”杨先华
说，这些蓝莓果肉更饱满，计划定价比市
场价高出20%。虽然还未到上市阶段，但
已有不少订货商打电话前来询价、订货。
等到蓝莓大量上市，就可以实现本地蓝莓
当天采、当天卖，全面打响农开区蓝莓

“7.2度蓝”的知名度。
在“7.2度蓝”赋能下，一颗颗蓝莓变

身一颗颗“蓝宝石”，品牌魅力尽现。这也

是农开区积极谋划第二曲线，推进普通农
产品向品牌农产品转型的关键。在农开
区，农产品创品牌的故事还在继续，又比
如“龙牌”糟蛋，先后被认证为“中华老字
号”产品、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品牌焕发新活力。在山塘村，占
地面积 1500平方米的“龙牌”糟蛋生产工
厂内，一个个现代化设备高效运转着，呈
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为充分发挥

‘龙牌’品牌影响力，我们计划于今年一
季度建设配套的‘龙牌’糟蛋博物馆项
目。”广陈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遆勇
瑶说，项目建成后将为游客提供产学研
非遗体验，让“天下第一蛋”散发出更加
迷人的魅力。

“7.2 度蓝”蓝莓，“龙牌”糟蛋，“佳
莓”草莓……一个个品牌化的背后是品
质化。在发展的浪潮中，农开区聚点成
面，引导越来越多的农业主体以农产品
质量为核心，推动农产品优质供给，走
出了一条农业特色化、差异化之路。这
条路越走越宽，平台助力不可或缺。眼
下，长三角农博汇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该项目总投资 10.3亿元，预计
于今年四季度全面完工。“项目建成后
不仅将成为平湖最大、最专业的农产品
集散地，也将成为农产品品质、品牌对
外展示的‘重要窗口’，让更多农产品从
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广陈镇副镇
长王斌说。

品牌化打造
提升产品竞争力

写好“从有到优”
新故事

核心提示：春好正是“耕”新时，平湖农开赴
沃野。

2017年，顶着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的
光环，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破土而出。过去几
年，农开区面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资源要素
受限的内部现状，在第一曲线放缓且两边效应
递减的情况下，积极谋划推进第二曲线，加快推
动农业从单纯的生产种植场景向精深加工、终
端食品、品牌产品转型，推动农业产业链向“新”
发展、产品价值链向“高”迈进，产品竞争力更
强，产业带动力更强，产地硬实力更强。2024
年，农开区荣获全市综合考核第一等次，取得重
大历史性突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站在新起点上，
农开区将围绕“创新突破”主题主线，加快建设

“创新策源、示范引领”的农业硅谷，“进则繁华、
归则田园”的活力新城，“可感可及、近悦远来”
的生态绿镇，聚力实现农开区跨越式发展，为全
市打造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璀
璨明珠贡献“农开力量”。

记者 胡佳英 徐玉霞 通讯员 陆丽君 李凤超

——平湖农开上扬第二曲线谋跨越

笃行日新赴沃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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