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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盛夏时节，稻菽千重，田园如画。7
月13日，走进义亭镇西田稻香园，种粮
大户楼国三正忙碌着检修机械，为夏粮
归仓打好基础。

“标准地”里话丰年，楼国三打开了
话匣子：“今年早稻亩产预计有940斤，
真多亏了‘标准地’建设。‘标准地’便于
机械化操作，这一改，每亩产量能提高
100多斤，而且节省人力。”

2019 年 3 月，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
农业“标准地”改革，有效解决了“谁来种
地”和“如何种好地”问题，推动农业生产
经营转型升级，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明显。

藏粮于地“标准地”改革解愁盼

什么是农业“标准地”？简而言之，就
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完成必要的区
域评估基础上，按照一定标准建设，通过
设置主体标准、产业标准、投入产出标
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控制性指标，
完成农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劳动生
产率和土地利用率提高。

义乌地处浙中丘陵地带，地形崎岖、
地块零碎，使得农机难进、灌水难用，粮
食种少了没收益，种多了又顾不过来。20
多年与耕地打交道，种粮的难易联结着

楼国三的苦与乐。“不容易拿到地是主要
问题。”楼国三从1999年开始种粮，当时
种地规模是356亩，直到2018年，楼国三
的种植规模始终突破不了2000亩。

2019 年 3 月，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
农业“标准地”改革。得知消息后，楼国
三喜出望外，他第一时间组建技术团
队，制订可行性报告参与竞标。成功中
标后，楼国三与佛堂镇土地流转公司签
订为期 10 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承包
了龙溪村 1300 亩农业标准地，成了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

“农业‘标准地’改革真如及时雨。”
楼国三说，得益于此，种粮大户享受到

“拎包入驻”的便利，不但项目落地就可
建设，而且省去前期与农户点对点签订
协议的麻烦，更解决了传统方式下土地
流转关系不稳定、不敢进行大投入进而
影响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

让楼国三倍感省心的还有净地环节
的基础设施改造。走进龙溪标准地项目，
一块块方形标准农田整齐划一，不仅“旱
能灌、涝能排”，而且“渠相连、路相通”，
甚至对于土壤 pH 值、土层有效深度都
进行了标准化改造。

腾笼换鸟 盘出土地活力

解决了“地从哪来”的难题，“谁来种

地”是下一个亟待探究的事。
“光有好土地还不够，更要有好的项

目引进来，才能锦上添花。”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张祝时着重阐述了这个观点。
以往农业招商门槛比较低，往往处于被
动选择的地位，招引的主体也是良莠不
齐，甚至还会存在短期政策套利、跑马圈
地的现象。因此，农业“标准地”招商必须
是双向选择的过程。

时间回拨到 2022 年 9 月 9 日下午，
在佛堂镇农业“双强”指挥部，上溪镇的
蔬菜种植大户何德钱完成了自己在佛
堂蔬菜产业园的种植大棚选位。“手气
非常好，选中了自己心仪的大棚。”回忆
起当天的情景，何德钱仍是抑制不住地
高兴，“以前种菜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
大棚也比较简陋。如今可以在现代化的
大棚里种植，成本大大减少，产量效益也
更有保障。”

借助“标准地”的东风，通过政府+
国企+农户合作经营模式，各类农业产
业园项目在义乌加速落地，成为科技应
用与机械生产“双强”的示范样板地，有
效发挥出专业集聚的效应。“改革以来，
义乌新引进农业标准地项目 100 个，总
投资 3.47 亿元，去年招引 500 万元以上
的农业项目就有23个。”市农业农村局
产业发展科科长王胜钢介绍。

数字赋能 精耕细作每块地

当“标准地”的面积逐年扩大，传统
监管手段愈发力不从心，数字化改革就

显得十分迫切。2021 年，义乌标准地项目
数字化应用平台应运而生，截至目前，10
万亩左右的标准地项目已全部完成数字
化录入。

打开义乌市农业标准地管理平台，任
意点开一块地的图层，地块类型、地块面
积、作物类型、招商状态等信息一目了然。

“我们还通过采购卫星服务，来监控标准地
是否有‘非粮化’‘非农化’的情况，包括日
常巡查的结果都会通过这个系统自动提示
给经营主体，确保每一块地都在规则下有
序运转。”王胜钢说道。这既是落实监管的
数字化手段，也是提升农业效益的过程。通
过对接气象预报、农资供应、金融服务等
10 余个数字化系统，平台构建起招商、服
务、监管、绩效4个场景。

接下来，义乌将进一步深化农业“标准
地”改革，对不同作物类别的亩均产出作出
详细规定。例如，针对一类标准地，亩均产
出早稻和连作晚稻产量要在 450 公斤以
上，亩均单季晚稻产量须 600 公斤以上；
针对三类标准地上种植的蔬菜或水果，亩
均产出要高于 2 万元。“核心思想就是要
精耕细作每一块地，整改不达标的就清退
出去。”王胜钢说，此外，标准地项目还将
按照年度综合评价结果，划分“ABCD”四
档，实施差异化政策奖励。例如，年度考核
评定为“A”档、“B”档的分别给予粮食生
产补贴标准上浮10%、5%的奖励，“C”档补
助标准不变，“D”档的补助标准下降 5%。
连续2年评为“D”档的，按协议约定退出农
业“标准地”。

农业“标准地”改革：让“好地”流向“好主体”

▢ 全媒体记者 柳青

本报讯 7月13日，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现场推进
会在杭州举行。现场推进会上,给一批省级特色小镇授牌,
义乌光源科技小镇在列。

义乌光源科技小镇位于我市东北部，规划面积2.99平
方公里，于 2017 年启动建设，是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一
区、两平台、三组团”中的省级智能显示材料“万亩千亿”新
产业平台核心区块，华灿光电、爱旭太阳能、天合光能等一
批世界级光伏光电企业落地于此。

围绕建设“世界光明之都”的目标定位，义乌光源科技
小镇以半导体智能显示、新能源光伏为主导，智能制造产业
为特色，重点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科创集群。目前，义乌光
源科技小镇已引进培育上市企业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家、省重大产业项目10个、省“千项万亿”项目2个，协议
总投资超600亿元，2022年实现规上产值超400亿元，预计
现有项目全面达产后规上产值将超1000亿元。

截至目前，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拥有义乌绿色动力
小镇、义乌光源科技小镇两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省高能级战
略平台创建打下坚实基础。下步将聚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多
要素联动的产业生态系统，全力打造产业更特、创新更强、功
能更全、体制更优、形态更美、辐射更广的特色小镇2.0版。

省级特色小镇授牌
义乌光源科技小镇在列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杨歌 文/摄

本报讯 丰收季节，也是“双抢”时
节。佛堂农业双强示范区千亩早稻陆续
进入成熟收割期。割穗、脱粒、排草、装车
……7月14日上午，伴随着“隆隆”的响
声，在上佛路与佛堂大道交叉口附近的
稻田里，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来回穿梭，
一派繁忙景象。

不一会儿，大粒饱满的稻谷从后面
的谷箱脱出，剩余的秸秆被切碎撒在

田里作肥料。短短一个小时，十余亩早
稻便收割完毕。随后，一车车的稻谷被
送至佛堂农业“双强”示范区农事服务
中心里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流水
线”烘干作业。

据了解，佛堂农业双强示范区农
事服务中心建设用地面积约 11879.63
平方米，是义乌目前最大的农事服务
中心。中心包括粮食烘干中心、稻米加
工中心、成果转化中心、育秧中心等农
事服务基地，能够为种粮大户提供全

程机械化作业、数字农业、集中育苗、
烘干加工、农技服务、农资配送、农产
品营销、仓储保鲜冷链、农事研学等一
站式综合农事服务。

当天上午，粮食烘干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稻谷实现了家门口直接烘干的“自
由”。据了解，粮食烘干中心由14组20吨
烘干机、仓容 700 吨粮食筒仓和一整套
自动化大米生产加工流水线组成。烘干
中心附近交通便利、场地宽阔，服务范围
半径达10公里以上。烘干中心日烘干量

可达280吨，每年可为佛堂镇及周边镇街
25000亩粮食复种面积提供烘干服务。

“有了这个农事服务中心，附近的
农民从播种到收获可以省不少心。”市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晓斌说，
农事服务中心具备统防统治、粮食烘干
加工、技术培训等全产业链服务功能。
该农事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后，形成了政
府扶持、市场主导、主体多元、形式多样
的综合农事服务新体系，有效助力稻谷

“抢收抢种”。

▢ 全媒体记者 王 婷
通 讯 员 李红瑾 朱超群

本报讯 近日，义乌市场监管
局在浙江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上
架了一种可自动调节的夹持定位
装置、一种收展式文具盒、一种可
调式饭盒等8个实用新型专利和
儿童椅（鲸鱼）、按压式牙签筒（小
兔）2个外观设计专利，并面向全
省企业开放许可。这是市场监管
局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政策实
施，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上线的首
批共享专利。

专利开放许可是指权利人在
获得专利权后自愿向国家专利行
政部门提出开放许可声明，明确
许可使用费，由国家专利行政部
门予以公告，在专利开放许可期
内，任何人可以按照该专利开放
许可的条件实施专利技术成果。

据悉，首批共享的专利能适
用于义乌大多数企业，能够有效
提升企业生产效能、拓展产品功
能、改良产品设计，助力企业发
展，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市场监管局主动联系我们
共享专利，其中实用新型专利许可
使用费是1000元/年，外观设计专
利许可使用费是500元/年，让我
们摆脱了过去学校专利无法有效
对接企业需求，转化应用途径十分
单一的困境。”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科技处负责人王波介绍，“得
益于浙江省开放许可这一新尝试、
新探索，将有希望扭转学校等知识
产权创新大户成果长期沉淀，无法
得到有效应用的局面。”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义乌专利申请授权
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随之而来
的高校院所成果‘转化难’和中小
企业技术‘获取难’的‘两难’问题
也日益突出。今年以来，我们精准
分析企业需求，再积极对接高校
院所，集中发布专利开放许可信
息，拓宽专利成果转化的方式和
渠道，促成专利更快更好向中小
企业转化。”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科科长虞航天说。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完善包括专利开放许可在内的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工作体系，为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搭建便捷高
效的对接平台，广泛开展专利开
放许可宣传工作，积极推动更多
高校院所及企业参与试点，达成
专利开放许可交易，促使专利成
果转化走上“快车道”，用专利激
活义乌创新发展这“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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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杨歌

无缝内衣以新潮、时尚、舒适等特性
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于是，无缝内衣
制造企业短时间内像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众多的企业中，有这么一家企业，在无
缝事业中摸爬滚打、默默耕耘了十余载，
以独特的魅力展示了“天衣无缝”。

浙江奥翔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前身为港美服饰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无缝内衣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专业生产无
缝内衣、运动服、文胸等产品，在行业中
享有良好的声誉。公司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品牌建设，以及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
传播，努力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积
极参与国际竞争，产品远销欧洲、美国、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践行“走出去”战略，2018 年，公司开始
出国考察。经过多方考察，该公司最终决
定先将“藤蔓”伸向与我国相邻的越南，

并在该国投资建厂。2019 年，公司投资
1100 万美元，在越南成立了员工约 500
人、占地面积达4.3万平方米的奥翔时尚
越南有限公司。

“可以说，在国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
奥翔服饰，既能用好当地关税政策，还享
有原材料供应成本相对较低、劳动力成
本低、税收优惠等多重优势。”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产业链“走出去”能够形
成产品产地多元化、企业经营国际化的
产业布局，对外有利于突破贸易壁垒，强
化国际经贸交流合作，对内有利于调整
产品结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国际竞争力。

奥翔服饰主动“走出去”的姿态也给
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眼下，奥翔
服饰设在越南的工厂已吸纳500余名当

地劳动力。同时，奥翔服饰还将国内基地的
先进设备和成熟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模式复
制到当地，并先后派遣50名技术、管理人
才前往驻厂，推动当地纺织服装产业水平
整体提升。

此外，奥翔服饰在巩固主要出口市场
份额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通过生产
适销对路的产品争取市场份额，以市场的
多元化来保证基本利润。近三年，奥翔服饰
开始着力培育荷兰市场，荷兰市场营业额
在公司总营业额的占比已从 2019 年的
0.25%提升至2022年的17.38% 。

下一步，奥翔服饰计划扩大在越南
的投资，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将发展的

“藤蔓”伸向四面八方，让义乌的“根茎”
更好地汲取阳光和营养，进而更快更强
地反哺本土。

奥翔服饰：产业链“出海”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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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老街：最是人间烟火味
在稠江街道江湾村，有这样一条老街，它依靠水运日渐

兴盛，人流汇聚，成为商贸聚集地，它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
依旧保持本色，古风盎然，它默默见证了当地的风云变迁，这
便是江湾老街。

家门口有了粮食烘干服务

义乌最大农事服务中心正式投用

农机抢收稻谷农机抢收稻谷 稻谷从玻璃管道进入烘干炉内稻谷从玻璃管道进入烘干炉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