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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位于湖州莫干山高
新区车联网产业大厦的云创智
行总部近日启用。云创智行是
一家深耕无人驾驶环卫领域的
科技公司，自去年6月落户以
来，云创智行与德清发展同频
共振，30多辆 L4级无人驾驶
智慧环卫车率先应用，加速新
质生产力在环卫领域落地，显
著提升了工作效率与服务品
质。截至目前，车辆在德清总
里程已突破 19 万公里，智能
网联云控平台监测数据里程达
15万公里。

“去年，我们从多家企业中
脱颖而出，获评德清智慧环卫
的示范运营项目。”云创智行科
技（湖州）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白云龙说，未来将以实践
驱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引领产
业变革，建立以研发、生产、
营销、运营为一体的全链路服
务体系，并进一步结合无人配
送、无人接驳、智慧交通等业
务场景，打造智慧城市运营的
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德清县积极打造
车联网产业生态，联合省金控
成立全省县域唯一一支30亿元
车联网产业基金，形成了“南
研发、北智造”的联动发展格
局；同时开放全域949.3公里测
试道路，建成了双向626公里智
能化基础设施，吸引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落地。云创智行作为
国内智能出行领域的行业标
杆，是车联网产业大厦第4个投
运的总部项目。

云创智行总部正式启用

路畅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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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陆志松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 （太
原）国际茶产业博览会近日举
行，来自德清的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中国黄茶莫干黄芽惊艳
亮相。其中，德清双丰茶业选送
的“晓英的茶”牌莫干黄芽茶获
金奖。

据介绍，莫干黄芽茶产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莫干山腹
地。制作工艺上，恪守传统黄
茶工艺精髓，以独特的“闷
黄”技艺造就了莫干黄芽“干
茶亮黄、汤色明黄、叶底嫩
黄”的鲜明“三黄”特征。

近年来，为了打响莫干
黄芽茶品牌，德清县相关部

门制定了统一的生产标准与
质量管控体系，严格监控每一
家茶场按标生产，确保每一杯
莫干黄芽茶都承载起健康与
品位的保证。

本次博览会，德清千亩山
茶场、伟峰茶场、游子茶业、
双丰茶业、东沈红茶业、石颐
茶场6家茶企组团参展。德清县
表示，此次太原行是莫干黄芽
深化全国市场布局、提升品牌
知名度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
国家级平台，莫干黄芽茶不仅
成功向北方茶客传递了江南黄
茶的独特韵味，架起了南北茶
文化交流的桥梁，也为德清茶
产业寻求更广阔的合作与发展
空间打开了窗口。

莫干黄芽获茶博会金奖

记者 廖 莹

本报讯 身穿民国服装的小贩在街头叫
卖，穿着大上海百乐门演出服的姑娘们载歌载
舞……7月11日傍晚，以“穿越新市·运河商
潮”为主题的德清县第二届新市古镇生活艺术
节启幕。

本次活动以千年大运河商贸文化为核心，
以小上海情景体验、夏日特色市集、新市村K、
羽冠珍珠妆等活动为载体，打造一场涵盖“夜
市烟火、全民欢唱、休闲娱乐、神秘互动、文
化之美”等方面的多方位度假消暑感官体验之
旅。同时，以全域剧场化理念打破传统游览边
界，开启千年古镇文旅演艺新模式。

在运河新天地水上舞台，情景剧《百乐门
风云》、网红唐宋乐队演唱《梦醒时分》、放飞代
表烦恼emo的气球等，一个个特色节目轮番登
场，营造“时空折叠”的梦幻氛围。古镇街区
内，黄包车穿行其中，车夫高声吆喝：“黄包
车，坐黄包车嘞，3个银圆坐一趟。”孩子们坐在
车上吹着风笑着打闹。

这场别出心裁的文旅盛宴将整个古镇变
成了一个活色生香的沉浸式剧场。游客们可
以跟着NPC完成系列互动任务，在运河新天
地消费后还能去钱庄兑换银圆道具，随后便
能沉浸式体验大运河商贸市集的繁华盛景。
更有十余种趣味玩法等待解锁：或是在飞花
令中比拼才情，或是在通缉令谜题中化身神
探，每周上演的新市村K则保留了最地道的
市井烟火气。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3日，采用
双主题市集的创意玩法，前2周是“无心事·随
意集”啤酒派对，汇聚20多家摊位工坊与多种
解压松弛打卡场景；后续5周切换为全国特色夏
日特饮、龙虾啤酒、民谣歌手驻唱等，进一步
拉动古镇街区夏日经济，激发游客消费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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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陆志松

青翠的秧苗连片成畦，怒放的
紫薇点缀村道，白墙黛瓦的农家别
墅错落有致。盛夏时节，德清县钟
管镇沈家墩村比平时多了几分宁
静，微风掠过村委会门前的小河，
荡漾起一片波光粼粼。

沈家墩村于1999年就在全国首
创“定量不定位、定权不定地”的

“股票田”。20多年来，该村通过道
路命名创新、婚俗改革深化、文明
积分推广等举措，探索出一条“自
治、法治、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
新路径，让文明新风浸润百姓心田。

“以前亲戚串门常走错路，现在
导航直接就能到我家！”村民梅金根

笑着说。2016年沈家墩村整村搬迁
至“九百亩”集聚区，400余户村民
入住统一规划的联排别墅，传统以
地标认路的方式失效，快递配送、
亲友走访屡屡受阻。村里召开党员
干部小组长座谈会，集思广益，创
造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
变为12条村道名称，解决了“有路
无名”的治理难题。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梅
豪炜告诉记者，该方案既解决实际
困难，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日常生活。如今这些路名已成为
村里的文化地标，村民可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熏陶。

“去年女儿出嫁，按村里标准办
酒省了3万多元。”村民老姚跟记者

算了一笔账。此前村里攀比风盛
行，特别是遇到红白喜事，既浪费
钱财，风气又不好。

村里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成
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定“文明菜
单”，把红白喜事文明简办纳入村规
民约，出台相关奖惩考核制度，制
定文明节俭办理婚事参考标准，定
期开展移风易俗入户宣传，并对在
文化礼堂举办的宴席开展督察。同
时，村干部、党员带头从简操办婚
丧事宜，3年来简办红白喜事达百余
场，村庄的文明新风得到有效提升。

近年来，沈家墩村还创新推出
“文明积分”制度，将环境卫生、家
风建设等纳入考评，获得三星、四
星、五星的农户，可分别获得相应

的文明积分。这些积分，除了自主
兑换对应生活用品外，年度积分超
过 60分的，村里还会提供上门慰
问、免费理发，为60周岁以上村民
赠送生日蛋糕等服务。

此外，还设置了年度“优秀党
员”“文明家庭”“最美沈家墩人”等
活动，3年来已有18户农户获评，在
全村营造了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去
年，该村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

“我们要让村民既富口袋又富脑
袋。”梅豪炜介绍，接下来将进一步
发挥党群凝聚力，开发农耕研学路
线，推动文明创建与产业振兴深度
融合，让村民深刻体会文明乡风带
来的“看得见的风景、摸得着的实
惠、品得到的幸福”。

沈家墩村：文明乡风润民心

记者 廖 莹

本报讯 一把热水壶，一袋茶
叶，若干纸杯；一个简易棚，一张
桌子，若干座椅。近日，记者走进
德清县洛舍镇洛漾社区沿河路老码
头，这样一家“爱心茶水铺”特别
显眼。开设茶水铺的是九旬老人潘
信林，他与老伴十年如一日，支起
了这个免费供水点，成为沿河路上
的“美丽景点”。

“我们每天都会备好水，过往路
人、工人，还有周边租客、邻居，
都可以来坐一坐、喝杯茶。”潘信林
精神矍铄，笑着讲述起“爱心茶水
铺”的由来。

2016年，洛舍镇开展美丽城镇

建设，沿河路上的“十里琴廊”是
重点工程。正值夏日，家住港边的
潘信林发现，周边有许多工人在施
工，但大热天很多人连口水都喝不
上。“我就每天烧点水，请他们喝杯
水歇歇脚，给他们一个休息的地
方。”潘信林介绍。

随着“十里琴廊”的建成，潘
家门前修建了一个老码头，成为新
的景观点，越来越多人到这里参观
打卡。有附近邻居来散步的，有参
观人员路过的，有骑行团队来骑行
的，也有环卫工时不时到凉亭里歇
一歇的，潘信林总是热情地招呼他
们停下来喝口水。

就这样，茶水供应点保留了下
来。“我们就是给过路的人行个方

便。天气热的时候，有时要烧五六
次水，热水壶都买了好几把。”潘信
林说。

老潘供应的茶水，都是当天一
大早就开始准备的。“人年纪大了，
觉少。他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去
到广场跑步锻炼一个小时，五点多
回来后就开始烧水。”今年83岁的姚
掌华非常支持老伴，她与潘信林一
起守护了这个茶水供应点近10年。

眼见老城镇焕新颜，老码头人
气足，潘信林对茶水供应点进行了
改造。老码头上有一艘小船，他在
上面种满了鲜花，夏日里繁花似
锦，让来此喝茶的人满目皆是景。
原本露天的零星茶座，如今也配上
了2顶大遮阳伞，破损的桌椅也修整

一新。“我让人帮忙在网上买的遮阳
伞，你看放在这儿能遮阳挡雨，也
很好看。”潘信林还让儿子帮助搭建
了一个简易棚，里面摆放了几张沙
发，可以供大家更好地休息，“爱心
茶水铺”焕然一新。

每天一早与傍晚，都是茶水铺
人流量高峰期。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潮，那些停下来喝一杯茶水的人，
都让潘信林与老伴感到由衷满足。
在他看来，客人来了请人喝杯茶，
这是礼数。尽管近 10 年来一直自
掏腰包准备茶叶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但他一直坚持。如今，这个

“爱心茶水铺”也成了爱心接力
站。有时茶水一时不够，邻居们也
会热心地续上。

九旬老人坚守“爱心茶水铺”

记者 姚思思

7 月 9 日，德清县乾元镇幸福
村的“共富数字渔仓”里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十几辆叮咚买菜
的冷链配送车早已整装待发，车厢
内满载着通过生态循环水养殖技术
培育的新鲜鲈鱼，即将开启配送旅
程。

当天，德清县“共富数字渔
仓”正式开仓运营，配套的叮咚买
菜水产“一公里深”战略也同步启
动。这一双重举措的落地，标志着
来自源头产地的安全生态水产品，
将通过更高效、更便捷的供应链体
系，跨越中间环节直达千家万户的
餐桌，使更多人能轻松享用到新鲜
优质的水产食材。

“共富数字渔仓”集产地仓、暂
养池、吊水仓、销售仓于一体，融
合物联网、光伏发电、循环水养殖
等前沿技术，构建智慧渔业生态系
统，探索渔业转型“德清路径”。

24小时“活鱼鲜达”

走进“共富数字渔仓”看到，
这里没有传统鱼塘，取而代之的是
一排排巨大的圆形“蜂窝池”。每个
约30立方米的养殖水体，产出竟可
比肩一亩传统池塘。

“我们采用了零排放低碳循环系
统，提升空间利用率与养殖效率，
为水产生长奠定了洁净的基石。”

“共富数字渔仓”项目运营方庆渔堂

董事长沈杰介绍，渔仓内的物联网
传感器如同敏锐的“数字感官”，可
实时捕捉水质、溶氧等关键指标，
AI算法则化身智慧“管家”，精准调
控每一个水体的环境参数。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在上市销
售前，成鱼会被移至清水槽池，经
历 为 期 10 天 左 右 的 “ 活 水 吊
养”——清水不息流动，全程不投
喂饲料。沈杰揭示奥秘：“这样能有
效清除鱼体内残留的泥腥味物质和
多余脂肪，从而显著提升鱼肉品
质。”专业检测显示，吊水工艺可使
鱼肉蛋白质含量提升15%以上，脂
肪含量降低约20%。

完成生态净化的成鱼，当夜便
搭载叮咚买菜的专业加氧降温物流
体系，飞往全国各地。“以往一条鱼
从产地到餐桌要经过四五个环节，
现在将环节压缩到了一个。”沈杰介
绍，依托其高效的前置仓网络，消费
者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可在24小时
内体验到“塘口直达”的新鲜闭环。

“一公里深”穿透全链

面对消费者对“舌尖安全”的
核心关切，叮咚买菜推出的“一公
里深”战略，其精髓在于“一寸
窄，一公里深”的垂直深耕——聚
焦水产品安全，深入上游源头，以
数字化手段赋能、重塑产业链条。

“我们计划在放心安全这个赛道
上，用技术穿透产业全链条。”叮咚
买菜首席商品官徐志坚介绍，消费

者只需扫码，即可追溯鱼苗筛选、
养殖全程、流通环节的每一步真实
数据。同时，来自平台的海量消费
数据实时反馈至上游，指导养殖端
优化品种结构，精准匹配市场对

“安全、新鲜、特色”的需求。
安全管控更渗透到每一个“毛

细血管”。叮咚买菜创新推出“7+
1”全链路品控模式，覆盖源头养
殖、捕捞、暂养、吊水、运输等7大
核心环节，外加一道全程溯源保
障。通过推动源头工厂化、规范
化、生态化养殖，实现每个环节品
质可管可控可追溯。

“水产品安全和品质保障曾是传
统渔业久治不愈的顽疾。物联网、
AI、大数据等科技赋能养殖、供应
链及零售场景，特别是‘共富数字
渔仓’的‘仓养一体’创新，让我
们携手叮咚率先构建起全链路品控
体系。”沈杰感慨，这不仅为传统渔
业开辟了崭新的升级路径，更以安
全优质的商品重塑消费者信任。

此次战略落地带来的是实打实
的效益跃升。据测算，“一公里深”
战略实施后，水产品损耗率预计降
低10%以上，运费成本下降约8%，
安全与品质指标实现质的飞跃。

认养池托起共富梦

“共富数字渔仓”最具温度的创
新，在于开创了“政府+数字化零售
平台+科技企业+低收入家庭认养
户”四位一体的共富模式，让数字

红利惠及乡村。
“项目面向周边1700余户低收

入家庭，推出‘渔仓认养计划’。”
乾元镇介绍，认养户可通过“订单
养殖+技术托管”模式参与其中——
庆渔堂提供统一的技术管理、叮咚
买菜锁定订单销路，农户无需担忧
技术与市场风险。数据显示，一个
鱼池每年可为认养户带来千余元增
收，每个认养户认养上限10个池，
意味着开通了一个稳稳的万元级增
收渠道。

在规模化订单与数字化供应链
的驱动下，“共富数字渔仓”依托叮
咚买菜大数据构建起“以销定产”
机制，极大缩短了市场响应周期，
有效破解销售难；“四仓联动”配合
强大的专业冷链物流网络，可有效
降低运输损耗；保底分成的合作模
式，则为低收入家庭抵御市场风险
筑起坚实堤坝。“共富数字渔仓”9
月全面投产后，近3000个智能“蜂
窝池”将年产成鱼500万公斤、苗
种2500万尾。

这是德清县坚持以项目赋能乡
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
一个典型项目。今年上半年，德清
共有在建千万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
59个，累计完成投资13.45亿元，其
中亿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签约 10
个、开工11个、竣工4个，亿元以
上现代农业项目签约7个、开工5
个，完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2亿余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1.4%。

一池水养出“万元鱼” 一条链守护“舌尖鲜”

“共富数字渔仓”重塑渔业生态

连日来，德清县钟管镇，公路与农田、湖泊、村庄相映成景，
构成一幅和美乡村画卷。 记者 王树成 摄

德清县舞阳街道舞阳社区近日
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志愿者为
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汤、水果以
及防暑物资，让他们在炎炎夏日
感受关怀。

记者 王树成 摄

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