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1300亩山露进入收获期，这些山露经加工后将出口日本。山露收获后，部分秸秆还田作为有机肥，再种上

单季稻，亩产量在500公斤以上，从而实现一田多用、增产增收，每亩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 何伟卫 摄

一田多用增产增收一田多用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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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杨怡 程益新

本报讯 “茶起中国，盛行世界。习近

平主席的贺信高度评价了茶叶的价值和贡

献。可以说，‘浙江茶’‘中国茶’正迎来一

个很好的发展契机。”连日来，我省广大从

事茶叶生产、教育、研究等的专家学者主体

在接受采访时，纷纷向记者表达共同的看

法。大家认为，借东风、尽人事，浙江茶产

业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作为茶叶生产消费大国，我国饮茶人

口约有4.9亿，有1085个产茶县，茶园面积

占全球60%以上，出口额居世界第一。“这

些数字的背后，充分说明我国茶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空间巨大。‘茶’一定会让人类的

生活更加美好，让产者得利、饮者得福。”浙

江大学茶研所所长王岳飞说，作为茶教育

工作者，要对标习近平主席贺信要求，进一

步推动中国的茶教育、茶科研等不断取得

新成就，促进中国乃至世界茶产业、茶文化

蓬勃发展。

在全国茶产业版图中，浙江绿茶具有

重要地位，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产值均居全

国前列。今年以来，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激发出巨大的健

康消费需求，浙江茶产业的产销形势明显

好于预期。一些专家学者表示，茶叶作为

健康饮品的代表，疫情或将在全球范围内

刺激和带动饮茶消费，这也为更好推广浙

江的绿茶和茶文化、推动全球茶产业协同

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5月21日，全国首家茶业学院——浙

江茶业学院在绍兴成立。学院由省农业农

村厅和省供销社主管主办，邀请了22家知

名涉茶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产茶大

县和大型茶企等单位参与共建，着力培养

茶企领军人才和茶产业实用人才。

“看到习主席贺信的报道，心中瞬间充

满了力量。”学院首批80名学员之一，金华

婺城区白龙山茶场总经理赵方姝如是说。

2015年大学毕业后，赵方姝从父亲手中

“接管”了800多亩茶园。“一定要抓住机

遇，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取经，瞄准国内外广

阔市场，努力做好做优茶产业、做大做强茶

品牌。”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5月26—

28日，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带

队赴温州、台州调研重

要农产品保供、脱贫攻

坚、渔业安全生产、乡村

休闲旅游复工复业等工

作。他强调，全省农业

农村系统要对标“重要

窗口”新目标新定位，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

焦“六稳”“六保”，深入

实施新时代浙江“三农”

工作“369”行动，紧密

结合“三联三送三落实”

活动，进一步盘活资源、

激发活力，以超常规举

措抓实抓好今年“三农”

工作硬任务，努力在争

先创优中交出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高分答卷。

时值初夏，浙南沃

野郁郁葱葱、生机勃

勃。王通林一行先后走

访了省海洋水产养殖研

究所永兴基地，温州市、

台州市的乡村、渔港、农

业企业和种养大户。一

路走、一路看，一路访

谈、一路思考，认真察农

情、问农事、听民意。

王通林对温州、台

州今年以来的“三农”工

作给予肯定。他指出，

今年一季度我省农业农

村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对照“二季红、半年正”

和全年目标任务，还面

临着不小压力。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要充分发挥

农业专班牵头部门作

用，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前提下，加快推进

农村经济社会秩序全面

恢复，努力为全省发展

大局多作贡献。要着力

抓好农业生产，进一步

压实粮食、生猪等增产

保供责任，切实加大政策支持和技术帮扶力度，全

力保障重要农产品供应。要抓紧制定实施浙江省

“三农”新基建方案，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等

基础设施短板。要全力抓好脱贫攻坚，加快推进

“产村融合”和农村工作指导员结对帮扶工作，坚

决打赢低收入农户增收攻坚战，确保农村同步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严格落实渔港“港长

制”，强化渔船安全信息化管理，加强海上渔船民

间应急搜救体系建设，千方百计消除安全隐患，从

严抓好渔业安全生产。要深化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强化村庄精细化管理和农房统一规划设计，加

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

复工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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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浙江茶”迈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国际茶日”贺信在浙江引发热烈反响（下）

>>2

浙江勇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监测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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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认定13个农作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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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怀旧绿皮火车、生态循环庭

院、花园停车场……江山市上余镇李坪村

李家自然村利用拆后空间打造的众多新景

观，不时引来人们的赞叹。去年以来，该村

以推进“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设为契

机，构建“李坪记忆”主题产业带，着力把村

庄打造成花园，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这是衢州市实施农房整治风貌提升行

动带来的新变化。“农房改造提升是我市今

年要着力做好的‘七个篇章’之一，力求打

造成农房体系构建和风貌提升的全国标

杆。”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祝升明日前告

诉记者，对标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

行动，结合衢州实际，该市今年将重点实施

“七个篇章”专项，精心打造浙江大花园最

美核心区，力争在推进乡村振兴、高水平建

设美丽乡村上走在前列。

“七个篇章”包括“农房篇”“改革篇”

“产业篇”“集聚篇”“资源篇”“党建篇”“治

理篇”，任务实、亮点多、要求高，多项工作

目标均以走在全省前列为定位。如做深做

透农房整治风貌提升“后半篇”文章，各县

域建设乡村风貌样板带3条以上，推广“一

米菜园”50万平方米，打造衢州样板。畅

通“两进两回”通道，引进社会资本、经营主

体进乡村，其中6个乡镇试点探索乡贤回

归居住形式。推进90个“衢州有礼”诗画

风光带重点项目建设，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20个。创建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县1个，省级

新时代美丽乡村380个及精

品村126个、示范村12个，加

快6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55

个一般村建设。聚焦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整

治、矿地综合开发利用等，重点推进实施

69个项目；实施乡村振兴“五千工程”，着

力把乡村振兴讲堂打造成“双招双引”品牌

工程。

眼下，该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正铆足干劲抓落实，扎实推进求实效。柯

城深入推进美丽田园建设，全区失管田园

整治到5月底可完成90%以上。江山深化

“两进两回”行动，已基本完成贺村镇普惠

金融改革试点，正在逐步向全市推广。

做透七大篇章 产业风貌并进

衢州：打造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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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实施意见》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