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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沪数字乡村建设交流会在杭召开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7月13日至

14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通林带队赴

杭州、湖州等地专题调研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工

作。他强调，全省农业农

村系统要聚焦“重要窗口”

新目标新定位，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

浙江建设等重大决策部

署，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

索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

数字“三农”的浙江样板。

对照典型学经验，查

找差距补短板。在一天半

的行程里，王通林一行先

后赴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

挥中心、省经信厅、省自然

资源厅、浙江联通、浙江托

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德清新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德清县阜溪街道

五四村等地考察，详细了

解杭州城市大脑、“企业

码”、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

平台、智慧农业、“数字乡

村一张图”等建设运行情

况。

王通林指出，在省委、

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浙

江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

转型加快推进。相比其他

领域，我省“三农”数字化

转型还存在不小差距。他

强调，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要更加重视数字“三农”工

作，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

争先创优的责任感，突出

需求导向、实用导向和问

题导向，对标先进、奋起直

追，加快推进数字“三农”

迈入全省数字化转型工作

“第一方阵”。

王通林要求，要结合

“十四五”规划编制，抓紧

谋划出台浙江数字“三农”

建设系统性方案，加快搭

建浙江乡村智慧网，统筹

推进农业生产、流通营销、行业监管、公共服务、乡村治

理等领域核心业务数字化应用全覆盖。要抢抓国家加

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机遇，以数字“三农”为引领，

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谋划设计一批新时期“三农”领

域“新基建”项目，全面提升浙江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

要借鉴“企业码”等先进经验，加快“浙农码”开发推广应

用，持续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乡村延伸，提升农业

农村领域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业务数据采集和信息资源整合，坚决打破信息孤岛，尽

快实现数据共享。

□本报记者 李曜清 程益新 杨怡

本报讯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本年度农业

正高级职称资格评审通过人员名单。这

是人社部和农业农村部深化农业技术人

员职称制度改革后，我省首次承接农业

正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在这份109人的

名单中，出现了新气象，有4位农业主体

光荣“上榜”，成为我省首批获得正高级

职称的“职业农民”。

“这次能通过正高级职称资格评审，

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从

事育种工作的，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试验的种子里，最终能成为产品的种

子，或许只有1%。”这次通过正高级职称

资格评审的4位农业主体之一、宁波微

萌种业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薄永明表示，

正是凭着对这“1%”的坚守，近5年来该

公司培育的种子已推广种植250多万

亩，累计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达30亿元。

浙江白中王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

兔产业技术体系绍兴综合试验站站长麻

剑雄，带领团队在总结前辈育种的基础

上，成功培育了国际领先的国家级新品

种——“浙系长毛兔”，为我国摆脱对外

来长毛兔品种依赖和提高我国长毛兔生

产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浙系

长毛兔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国家畜禽主推

品种，并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得知自己的正高级畜牧师资格

获得通过后，麻剑雄直言“有些意外”。

他表示，作为一名在企业工作的农业技

术人员，能获得政府部门的专技资格认

定，一定要加倍努力，更好服务产业、服

务农民，让更多的人通过养殖长毛兔增

收致富。

据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负责人介

绍，因为是第一年承接农业正高级职称

资格评审工作，他们与省人社部门经过

多轮会商，科学确定评审条件和量化标

准，坚持突出政治品德和工作实绩，坚持

激励基层一线和农业主体，并对每位评

审对象按分类评审原则进行量化评分，

严格把关。

近日召开的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

七次全会精神人才工作专题会议指出，

人才是推进“重要窗口”建设的战略性

资源，也是检验“重要窗口”成色的引领

性指标。我省历来十分重视“三农”人

才培养，农业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人才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

一要素、第一资源，也是目前我省推进

乡村振兴的相对薄弱环节。下一步，要

坚持“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导向，通过职

称评审向一线倾斜等多种途径，聚焦乡

村人才“引、育、留、用、管”改革创新体

制机制，着力打造引领型、开放式、多元

化、可持续的“三农”人才队伍，为各类

人才在广阔农村创业创新提供更好环

境，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源源不

断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看浙江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当前，我省粮食生产正进

入夏收、夏种、夏管重要时节，是完成全

年粮食生产任务的关键时期，近期又恰

逢持续的梅雨汛情。省农业农村厅近日

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夏秋季粮食生产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组织调度，

抢抓农时季节，确保早稻收得进、烘得

干，连作晚稻种得足、种得好。同时，引

导农民多种秋玉米、秋大豆等秋季旱杂

粮，挖掘秋季旱粮生产潜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三联三送

三落实”活动，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

户，建立与规模种粮主体一对一专线

服务机制，广泛开展在线服务。积极

开展粮食作物绿色高产创建，推广优

质高产品种与水稻增产增效技术，依

靠科技提高单产。深入推进“肥药两

制”改革，指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做好统防统治、群防

群治、联防联控，坚决遏制病虫害暴发

流行，实现”虫口夺粮”。要加强监测，

掌握区域内病虫害发生趋势，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和防控指导意见，重点防

控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尤其是稻

纵卷叶螟等病虫害。

鉴于当前正处于防御梅汛的决战期

和抵御台汛的备战期，通知要求各地要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做好防灾减灾工

作。要高度重视夏季连续高温天气对粮

食作物的影响，指导农民做好水分管理，

防止高温干旱造成农业生产损失。

7月13日，玉环市干江镇礁门塘除险加固工程工地上，工人们冒着高温候潮在砌石中填灌混凝土，确保海堤汛期安全。该海堤

长518米，去年9月遭“利奇马”台风损坏，有关部门投入1290多万元资金进行全面抢修加固。 吴达夫 摄

玉环玉环：：抢修海堤保安全抢修海堤保安全

我省多措并举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史上首次！四位农民喜获正高级职称

早稻要收进 晚稻要种足 秋粮要多种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夏秋季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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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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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率先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