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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四牌楼农贸市场

是当地的老牌农贸市场，现有

摊位83家、经营户54户、从

业人员100多人。目前，该市

场已实现了进场农产品全检

测，每天都有专职的食品安全

检测员用智慧检测系统对农

产品进行全批次检测，并将检

测结果进行公示。“我们市场

的进场产品均要向供货商索

取产品的来源地证明、质量认

证书或商品检验检测合格证，

做到农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可

检、价格可控、责任可究。”商

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保供保供，始于保，落于

供。为保障“米袋子”和“菜篮

子”稳定，目前，金华市22个

城市农贸市场和17个农村农

贸市场全部建立了冷链体系，

22个城市农贸市场还设立了

平价摊位。同时，当地加大预

警监测力度和频率，随时掌握

粮油、生猪市场供应和价格动

态变化情况，做好各项应急准

备，提高成品粮储备，主城区

达到 10 天市场供应量、县

（市）达到5天市场供应量，全

市储备成品粮11850吨。

截至6月底，湖州市粮食

储备实物库存16.9万吨，食用

油储备1190吨，冻猪肉储备

1315吨，并出台了《粮食供应

应急预案》，完善全市粮食应

急供应网络，做到每个区县有

50吨以上的应急加工能力，

每个乡镇有供应网点，加强对

粮食、猪肉流通主渠道企业扶

持培育和改造提升。

衢州市持续关注国际疫

情动态和国际粮食进出口情

况，加大预警监测力度和频

率，随时掌握粮油、生猪市场

供应和价格动态变化情况，做

好各项应急准备。目前，全市

成品粮储备规模4800吨。并

落实《衢州市生猪生产保供应

急预案》，进一步健全以猪肉

供应量为核心指标的应急响

应机制。

在位于长兴县虹星桥镇宋高

村的长兴虹星桥卫红家庭农场

内，记者看到，1200亩晚稻刚刚完

成插秧。农场负责人李巍介绍，

农场开展整村制“订单晚稻”生

产，并应用“两高两壮”、精确定

量、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高产

高效技术。“我们农场的稻米均价

能卖到每公斤7元，高端米的话每

公斤10元还供不应求。”李巍说。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今年

以来，我省各地通过“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千方百计推动粮食

生产，保障“米袋子”安全。湖州

市大幅提升规模种粮补贴，市级

财政将原每亩50元的规模种粮补

贴提升至每亩70元，吴兴区和南

浔区将县级规模种粮补贴从原来

的每亩50元提升至每亩120元。

同时，湖州对辖区内抛荒情况进

行动态巡查，建立耕地抛荒地整

治台账，对抛荒地块实行销号管

理。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增加晚

稻田1.8万亩。

金华市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功

能区非粮化整治行动，整治非粮化

面积2.59万亩，新增粮食种植面

积2.27亩。开展粮食高产示范创

建行动，创建水稻千亩示范片35

个，粮食百亩示范方77个。今年，

金东区马铃薯百亩示范方平均单

产2500公斤，产量提高25%。

衢州市创新建立“1+3”模式

来解决土地抛荒问题，即成立一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对600多亩抛

荒田园进行全面翻耕，对失修沟

渠进行全面修复和清理，并运用

“入股”“流转”“托管”三种模式，

对复耕土地进行粮食种植。农户

愿意自己种植的，可加入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植粮食；农户无力种

植的，田地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

格流转给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针对不愿意流转土地的部分农

民，可将土地以每年每亩250公斤

稻谷的方式“托管”给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该“1+3”模式成效立

竿见影，柯城区今年早稻种植面

积达到12050亩，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同比增长47%。

多措并举，
粮食生产稳中有升 多种途径，生猪产能加快恢复

正在建设中的华统后溪

母猪养殖场位于衢州市衢江

区后溪镇张村村。记者在现

场看到，数十台大型工程车

正在忙碌有序地施工中。该

养殖场集成了环境控制系

统、喂料系统、干清粪系统、

地暖系统、除臭系统等现代

化智能养殖设备，引进工业

化粪污处理设施，打造现代

化生猪养殖示范工程。养殖

场预计 8月投产，可年出栏

20万头仔猪。

该母猪养殖场是我省生

猪增产保供工作火热化的一

个缩影。今年以来，衢州市围

绕政策、技术、产业三大要素

供给保障，在全省率先启动整

建制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区创建工作，大力培育和引

进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化智

慧牧场，推动生猪养殖业从庭

院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小

区化发展。截至5月底，衢州

市生猪存栏量72.59万头，已

完成年度目标的91.89%。

湖州市牢牢锁定“补栏一

批、复养一批、扩建一批”三条

路径加快产能提升。今年以

来，湖州市存量场补栏已达

3.7万头，15家空栏场已成功

复养生猪3200头，4家改扩建

猪场预计可新增产能1.8万头

以上，其中两家已完成建设。

同时，当地还计划3年内安排

财政资金6950万元，用于奖

励规模猪场建设和乡镇畜牧

产业发展。

金华市大力实施“百场十

万”生猪增养保供行动，通过

推进现有养殖场设施设备更

新改造，33家规模养殖场新

增生猪存栏2.5万头，并通过

推行“大户带小户”的抱团模

式，实现8家小场增养3.2万

头。同时，当地创新推出“金

猪安”地方特色险种，通过“政

策险+特色险”形式，将生猪

保险最低保额从原来的每头

60元提高到每头300元，最高

保额从每头1200元增加到每

头2100元，极大地增强了养

殖户的增养信心。目前，金华

市存栏生猪80.61万头，完成

省定目标任务的105.8%，冻

猪肉储备2940吨，完成省定

任务的120%。

多层强化，市场供应量足价稳

争先创优有我 夺取高分看我
——全省农业专班“互学互看、交叉调研”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蔡希师 陈一霖 见习记者 郑亚楚 文/摄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4月，省委、省

政府启动争先创优行动，发出了全力夺取经济高分报表的总动

员令。为此，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组建了协调督查组及粮食

生产专班、生猪增产保供专班、数字“三农”专班、渔业安全生产

监管专班、扶贫开发专班等“1+5”工作专班体系，并在全省农业

农村系统迅速形成厅局横向互动、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的专班

工作格局，确保“三农”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努力向省委、

省政府交出“两手硬、两战赢”的高分答卷。

为进一步加强各地农业专班间交流学习，总结推广典型经

验，深入营造互比互学、争先创优良好氛围，近段时间，省农业

专班在全省开展了“互学互看、交叉调研”活动。本报记者跟

随部分调研组走访了湖州、金华、衢州3市6地的22个点，详细

了解各地在政策落实、生产推进、流通供应等方面的成效亮

点。

调研组在长兴县调研长兴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猪场建设情况调研组在长兴县调研长兴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猪场建设情况。。

调研组在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农贸市场调研生猪冷链调研组在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农贸市场调研生猪冷链

体系建设情况体系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