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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看浙江

省农创联成功换届，王通林寄语全省农创客

坚定“三农”情怀 逐梦创新田园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7月9日上午，省

农业农村厅召开“双夏”生产农

机化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切

实做到“抢进度、强服务、防灾

害、保安全”，确保“双夏”期间农

机作业安全，进一步稳定我省农

机安全生产形势。副厅长唐冬

寿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我省早稻生

产期间降雨量偏多、梅雨季超

长，增加了“双夏”生产难度。各

地农机部门要早部署早准备，积

极做好服务工作，指导规模农业

主体合理安排收割进度，做好灾

害性天气应对。“双夏”期间气温

高、农机使用频繁、机手高负荷

劳动，各地需时刻紧绷安全生产

之弦，排查隐患、整改到位，确保

农机作业安全。

会议要求，各地要坚持以

“机器换人”为主抓手，着眼于农

机化生产补短板，做好先进适用

农机装备推广供应，加大力度培

育新型服务主体和高素质农民

队伍，进一步完善购机补贴政策

实施，做到“应补尽补”。有序推

进“机器换人”示范创建，加快提

升农机综合服务水平。

会议还对全面打好变型拖拉

机“歼灭战”作了强调和部署。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8日下午，省农创客发

展联合会在杭举行第二届会员大

会。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农业农

村厅一级巡视员张火法主持会议。

2015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提出

“农创客”概念并开展农创客培育工

作。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围绕推

进“两进两回”行动，持续发力农创

客培育发展，初步形成了省市县3级

协同推进农创客培育的浙江样板。

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农创客 6173

名，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活力。

王通林向省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的顺利换届表示祝贺。他指出，农

创客们怀揣情怀和理想，投身农业

农村创业创新大潮，有力促进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代表

了浙江“三农”事业发展的新希望。

王通林指出，相较于其他领域，

“三农”领域创业周期长、困难多，但

也是更有希望、更具潜力、更有成就

感的领域。他勉励广大农创客，积极

投身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

行动，在农业农村创业创新道路上坚

定理想、执着前行，创新创业、逐梦田

园。省农业农村厅将以“三联三送三

落实”活动为抓手，积极提供政策支

持，全力做好帮助服务。

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农创联第二

届理事会理事，选举杭州艺福堂茶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军为联合会会

长、首席执行官，安厨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晓桢等8人为会长团成员。

□本报记者 程益新

通讯员 张炯华

本报讯 小暑过后，粉嫩个大

的水蜜桃压弯了枝条，紫色的葡萄

也即将迎来收获季。绍兴市上虞区

丁宅乡丁宅村大通农场田园综合

体，近日里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

“这里田园风光很好，四季都有鲜

果，我们经常来。”几位在果园“打

卡”合影的游客说。

上虞大通控股集团公司采取

“大田托管”的方式，向村集体整片

规模流转土地建设田园综合体。1

年多来，通过综合体建设，原来零星

分散的土地被整修得连片划一。为

提高利用效率，综合体除了种植四

季水果，还联合种业公司种植水稻、

油菜、小麦等。其140亩左右的新

品种试验基地，年产优质种子40万

公斤以上。连片托管后，实行机械

化作业，农作生产效率和农田整体

收益大大提高。

到目前，该公司“托管”的土地已

达520亩，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带

动周边农产品销售9000多万元，惠及

农户450余户。“今年，我们还将探索

‘分片’出租模式。”大通集团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推出的“都市菜园”项目，规

划用地38亩，“一对一”认领，吸引向

往田园的城市居民、企事业单位付费

认领，自行耕作或委托农场代管，实现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上虞“大田托管”撬动农旅融合

日前，仙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火龙果基地500多亩火龙果长势良

好，农民正在进行疏果管护。 王华斌 摄

“梅姑娘”仍将“顽强待机”

■简讯

自6月29日启动本轮应急

响应以来，截至7月10日9时，全

省气象部门已发布或更新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 495 次，其中暴雨

381次（红色7次、橙色77次），发

送预警短信517.21万人次。

据省气象台最新分析，预计

11日起雨带逐渐北抬至江淮到黄

淮一带，明天后期到13日白天，我

省大部地区降雨间歇，部分地区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3日后期，

梅雨带再次南压至江南北部，

14—17日浙中北地区又将多阵雨

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

7月4日以来，我省中北部

地区多次出现强降雨。气象部

门提醒，目前江河水库水位高，

土壤水分饱和，暴雨次生灾害发

生具有滞后性，请各地加强防

范。 蓝烁群□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昨日，全省农村经营

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强

调，要对标“三地一窗口”的新目标

新定位，围绕新时代浙江“三农”工

作“369”行动，以构建农村经营管理

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支

撑体系和评价体系为主线，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助推农

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飞翔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回顾总结了去年以来我省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成效，立足农经系

统新职能新定位，对下阶段全省农经

工作重点任务进行了部署，重点是要

做好管理、改革、发展三篇文章。

做好管理文章，就是要管好用

好农村集体资产。完善土地承包管

理，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

权，加强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

作，将土地信访和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化解在基层。加强农村宅基地管

理和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加快农民

建房“一件事”办理和集体经济管理

的数字化转型。

做好改革文章，就是要系统集

成推进农村改革。围绕城乡融合发

展，确保安全、优质、可靠的农产品

供给，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农村

人居、发展和治理环境，保障农民权

益和收入增长等，开展好新时代美

丽乡村集成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和

农村金融改革，打造乡村善治的浙

江品牌。大力推进闲置宅基地及农

房盘活利用和深化“三位一体”农合

联改革。

做好发展文章，就是要持续稳

定发展农村经济。要注重提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壮大一批规模

大、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农民业合

作社，力争县级高质量农民专业合

作社稳定在5000家以上，全年新增

家庭农场5000家。实施新一轮村

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行动，开展“消

薄”工作“回头看”，持续加强项目帮

扶，防止“返薄”。不断优化农村经

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创业环境、政务

环境和服务环境，加强政策供给和

保障，更好畅通智力、技术、人才下

乡通道。

全省农村经管工作视频会议要求

做好三篇文章 助推同步小康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
“双夏”生产农机化工作

□见习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粮食安全系万

家，防病治虫靠大家；要想安全

吃得好，绿色防控少不了……”7

月10日，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条例》（下称《条例》）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宣

传月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法

治植保”为主题，将组织开展主

题宣传日、专题座谈、重点场所

定点宣传、知识培训等多种形式

的宣传活动，宣传绿色植保理

念，普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知

识，依法推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工作。

宣传月将围绕《条例》等法

律法规、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治

知识、“肥药两制”改革意义、科

学安全用药、农药废弃包装物回

收处置等内容展开。各地将各

组织一次主题宣传日活动，召开

专题座谈会，开展《条例》解读，

宣传近年来农作物重大病虫疫

情防控成效；结合“三联三送三

落实”活动，印制发放《条例》单

行本、挂图等宣传资料；举办线

上线下培训班、技术讲座咨询，

紧密结合全省万人科学用药大

培训、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

训等，灵活开展宣传培训活动。

宣传贯彻坚持重心下移，将开展

一系列到村、到企、到户的宣传

活动。

公共植保 绿色植保 法治植保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宣传月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