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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人才优势的形成，离不开优质要素资

源的持续供给。“农开区为了吸引好项目落地，积

极盘活土地资源，试点推进农村土地全域整治，

将原有细碎耕地、零星建设用地纳入整备区，形

成优质耕地，并对优质农业产业项目给予优先安

排、重点保障。”王斌向记者介绍，成立伊始，平

湖农开区就紧盯全球农业领军企业招引龙头项

目，如今，52个优质农业项目在此“安家”，总投资

达51亿元。

除了资金、土地等要素集聚优势，高能级平台

的打造同样必不可少。为此，平湖农开区连续五

年举办长三角“田园五镇”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

赛，相继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组建清华长三

角平湖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成立浙江大

学乡村振兴专家工作站，致力于加强农业领域“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研发和突破。

数字技术除了赋能平湖农开区的现代化农业

发展外，对于园区治理效能的提升同样功不可

没。据了解，平湖农开区率先开发“数字农开”平

台，通过开发河道水质监测系统、垃圾分类监测管

理等七个应用系统及相关硬件支持，接入数字工

厂等物联网基地数据，使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

了解园区各基地的运行情况。

“我们将积极探索以科创引领农创、培育农创

的实践路径，引入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深化院地合

作，积极构建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农业企业及农

户之间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的院地合作新机

制。”王斌告诉记者，下一步，平湖农开区将继续立

足农业，拓展“广陈模式”的新内涵，致力于打造长

三角地区生态农业园区、科技农业园区、观光农业

园区的新典范，走好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

要素集聚 提升能级

“传统育苗一亩地一年只能种3茬，而在我们植

物工厂，一年能种12茬，亩均产量提高6到8倍。”走

进平湖农开区的蓝城三菱植物工厂，技术人员正忙

着检查育苗室里蔬菜作物的长势。

“这间育苗室只需要一个人管理，每年能培育

100 万株蔬菜苗。”技术员告诉记者，依托智能环

控系统，光照、浇水量、温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一

系列影响植物生长的环境因素都能精准控制，不

仅培育出的菜苗品质优异，并且由于突破了传统

育苗“看天吃饭”的技术瓶颈，育苗效率也大幅提

升。

这样的“黑科技”，在平湖农开区可谓比比皆

是：浙江后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全自动运

输，既大幅提升蔬菜工厂运行效率，又极大地节省

人力成本；中以鱼菜共生系统示范园，养鱼密度是

传统方式的 20 倍，并且养鱼废水用来种菜，实现

“零排放”；绿迹农业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农智云”

平台，成功创建首批省级未来农场……

据了解，平湖农开区是我省首个农业经济开

发区，自2017年成立后，正式开启变身“农业硅谷”

的逆袭之旅。

随着农业科创中心、中以研发大楼、长三角草

莓种源中心、福纳瑞园艺种源中心、天地一体未来

农场等项目的相继落地和投产，平湖农开区已成

为长三角地区兼具科技感、未来感的现代农业发

展高地。

“农业硅谷” 厚积薄发

“以往要获得田块数据需要人工测量，费时费

力。现在10台植保无人机飞3天，就可以采集到

全平湖的耕地信息数据，实现作物、地块、面积一

张图管理。”位于平湖农开区龙萌村的千瑞翔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亮告诉记者。

2018年，李东亮带着参赛项目“农业智能无人

飞行器”在平湖农开区“生根发芽”，深耕植保无人

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统防统治服务等领域。

“我们团队研发草莓三级脱毒育苗技术，培育

的种苗不仅存活率达95%以上，草莓的挂果及品相

都很好，口感也得到提升。”嘉兴佳莓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淑萍向记者介绍，目前，

这款草莓苗已畅销全国10多个省（区、市）。

据了解，佳莓公司团队现有博士学历1人、硕

士学历3人、本科学历7人，其中高级职称2人，拥

有专利16项。强大技术团队的支撑是公司作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底气所在。

2020年，尹淑萍还以众筹方式打造“草莓共富

工坊”，低收入农户可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

参与草莓园生产。“股东”不仅能按照股金10%获得

保底分红，还能根据营收获得利润分红。截至目

前，“草莓共富工坊”已帮助26户低收入家庭年增

收约18万元。

像李东亮、尹淑萍这样扎根农业的技术人才

是驱动平湖农开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产业成效持续提升的“主引擎”。截至目前，平湖

农开区已引入科技型农创企业12家、农业领域硕

博人才22位，培养发展“新农人”55名，帮助周边农

户1300余人在园区就业。

“我们聚焦农业人才的孵化培育，面向全社会

招揽农创客、‘新农人’，加快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广陈镇副镇长王斌说。

创新高地 人才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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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松

立春刚过，位于平湖市广陈镇的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下文简称“平湖农开区”）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近年来，当地创新

开辟了“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以三产融合推动可持续开发、以区镇合一统筹平台建设运营

为主要特征的“广陈模式”。截至2024年底，广陈镇农业主体中产值100万元以上的数量增长至52家，产值总额跃升至3.02亿元，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同比增长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至5.299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