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编辑 /设计：陈学农 电话：0571-86757187 E-mail:562429720@qq.com要闻 2020.8.1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管
农村信息报社主办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举报电话：
0571-86757191

印刷：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329号

本期售价：
每份2.5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7
广告部：0571-86757198

社址：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 邮编：310020
投稿邮箱：ncxxb@126.com

□见习记者 郑亚楚

近来，在德清县钟管镇下塘村

的农田里，长势喜人的水稻翠绿而

挺拔，稻田里不时有甲鱼探头探

脑，慢悠悠地爬行着……这番稻鳖

共育、和谐共生的景象，着实让人

欣喜。

蔡炳祥是德清县粮油技术首

席专家，也是该县稻鳖共生模式的

推动者之一。出身农家的蔡炳祥，

对农业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

上高中时，“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

世纪”这一口号风靡一时。“看到农

作物遗传育种专业有‘遗传’两字，

觉得很高大上，就这么懵懵懂懂地

选学了这个专业。”蔡炳祥回忆

说。大学毕业进入德清县种子公

司后，他就和水稻“杠”上了，他们

的目标，就是要筛选出最适合当地

种植的优质种子，让更多农户实现

增产增收。

德清县是我省淡水水产养殖

大县。进入新世纪以来，为获得更

多收益，不少德清农民将农田改造

为水塘，养殖水产，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水稻、油菜、小麦等粮油作物

的发展，“种养争地”矛盾凸显，全

县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作为县农

技推广中心干部，蔡炳祥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必须想法子让大家

心甘情愿多种粮又增收”。2011

年，蔡炳祥引进了稻鳖共生、稻鸭

共育等多个稻田综合种养模式。

然而，这个“美好的对策”一开始实

践就碰了壁：养了鳖和鸭，就不能

给稻田施肥打农药，水稻病虫害问

题怎么解决呢？

为了找出最适合的水稻品种和

种植技术，蔡炳祥和同事们经常顶

着炎炎烈日，赤脚踩入滚烫的稻田

中，细细查看水稻生长情况，和种植

户一起反复分析探讨……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蔡炳祥他们探索出了

适应当地需求的绿色稻米生产技

术，实现了零农药、零化肥种植水

稻，带动形成了“清溪”“金龙潭”“孟

家漾”等一系列优质稻米品牌，大大

提升了水稻种植的综合效益，促进

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去年，他带领团队又研究创新

了一项实用技术：“优质晚粳稻直播

油菜模式”，简单说就是在晚稻收获

后直播油菜，免去了油菜移栽的人

工环节，实现了省时省工增效，得到

农民朋友和专家们的称赞。

33年来，蔡炳祥一直“战斗”在

德清县粮油瓜菜良种和高产栽培技

术推广的第一线，推动德清县实现

晚稻种植全直播，累计节本增效

3160万元；引进晚粳稻新品种16

个，为该县累计增产粮食4.7万吨，

示范推广稻田综合种养模式3.07万

亩，实现了“千斤粮万元钱”目标。

天道酬勤，今年57岁的蔡炳

祥，不久前被评定为农技推广研究

员。虽然退休年龄渐近，但他干劲

依旧。一有时间，他就要去田里转

转。“老习惯了。现在工作节奏更

快一些，只能是‘见缝插针’式地去

田里走走看看。我们搞农业的人，

离不开农田的。”蔡炳祥如是说。

蔡炳祥：增产致富有门“稻”

致敬 高素质农民新时代新时代

王通林在全省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让更多农户贷得到款贷得起款

开化县林山乡西山村紫香家庭农场，在坡地上试种了53亩玉竹（中药材）。眼下，绿莹莹的玉竹长势喜人，到10月份

即可收获。农场主王权武预计，总产可达9万多公斤。图为王权武（左二）等在察看玉竹生长情况。 齐振松 徐盛 摄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7月30日，由省农业

农村厅、省农信联社联合举行的全

省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工作推进会

在江山市召开。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

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四届

七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农村普惠金融改革部

署要求，在全省全面推进农户小额

普惠贷款工作，引导金融要素更好

支持“六稳”“六保”、助力乡村振

兴。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王小龙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去年12月以来，省农业农

村厅与省农信联社率全国之先，在

江山市启动农户小额普惠贷款试

点，探索出了“信息采集、无感授

信、有感反馈、贷前签约、按需用

信”等创新做法。至今年6月底，该

市共完成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授信

15.1 万户，授信金额达到 223 亿

元。

王通林对江山市试点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全省农业农

村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农村普惠

金融改革的特殊意义，准确把握当

前农村普惠金融改革的机遇挑战，

切实肩负起“三地一窗口”的使命

担当，以争当农村改革探路者、城

乡融合先行者、乡村振兴排头兵的

奋进姿态，全面推进农户小额普惠

贷款工作，撬动更多金融资金服务

农业农村创业创新，为推进新时代

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提供更

加有力支撑，进一步加快浙江农业

农村现代化步伐。

王通林强调，下一步，要聚焦全

面覆盖，大力推进农户小额普惠贷

款工作，着重做好“四篇文章”：一是

做好“联动”文章，加强工作统筹，注

重横向协调和纵向指导，按照“政银

联动、农信主推、部门协同、镇村落

地”的方式，梯次推进乡镇试点向面

上推开；二是做好“普惠”文章，加快

实现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流程最简、

覆盖最广、实惠最多，力争年底前全

省农户授信服务覆盖率不低于

95%，行政村推广覆盖率达到

100%，让更多农户贷得到款、贷得

起款；三是做好“服务”文章，统筹推

进信息采集、宣传推广、数字化转型

等工作，确保精准授信一户不漏；四

是做好“赋能”文章，利用好农户小

额普惠贷款这个载体和平台，进一

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丰富乡村治理形式，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

□见习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7月30日，由省农业

农村厅主办的2020浙江省知名品

牌农产品云展会在“网上农博”平

台上线。西湖龙井茶、奉化水蜜

桃、湖州丝绸、绍兴黄酒、嘉兴黑猪

肉、金华火腿、舟山海鲜等1600多

款品牌农产品参与展销。参展产

品均为浙江名牌农产品，或是入选

省知名品牌农产品百强推荐榜的

品牌产品，或是近5年获得省农博

会金奖的产品。5天展期内，全部

参展产品实行8折优惠。

此次展会以“云展销、云直播、

云洽谈、云扶贫、云宣传、云秒杀”

等为特色，全程依托“网上农博”平

台举办，商家通过网上农博app或

者微信搜索网上农博小程序即可

参展，消费者在家就能边逛边买。

展会期间，将举行艺福堂茶

叶、丽水山耕等17场品牌原产地

云直播，近距离、全方位推介各品

牌农产品的种养环境及制作工艺

等。来自省内外的专业采购商将

携手参展主体，通过云洽谈、云签

约，进行产销对接。展会专设了

26县扶贫馆，还将以“互联网+”形

式展示我省特色农产品品牌文化，

推出20场“云秒杀”活动，以五折

以下的超低尝鲜价，供在线观众抢

购品尝。

1600多款“明星产品”，5天展期全部8折优惠

省知名品牌农产品“云展会”开启

本报讯 7月30日，全省生猪

增产保供形势分析会在杭州召

开。会议要求，积极应对新形势、

新变化，紧盯目标持续发力，确保

交出生猪增产保供高分答卷，为

“重要窗口”增光添彩。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唐冬寿出席并讲话，厅

党组成员、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

任陈良伟主持。

会议指出，前阶段我省生猪增

产保供工作坚持“六化”引领，实行

专班推动，政策给力，管理精准，成

效明显。各地要继续保持定力，不

断敲实增量目标实现路径，切实创

新工作举措，加强服务指导。要重

点把好种猪仔猪调运关，持续关注

猪肉价格上涨、数据质量把关等问

题，夯实生猪增产保供基础。要严

格落实新建猪场“六化”要求，加力

推进养殖场“管理码”应用，持续加

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统筹做好防

台减灾等工作。

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生猪增

产保供“百日会战”行动，要求各地

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坚决采取有力

措施，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

确保实现生猪增产保供年度刚性

目标。 应永飞

全省生猪增产保供形势分析会要求

开展“百日会战”确保实现目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

了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

1—6月份，全省农副产品进出口累

计额659.1亿元，同比减6.2%，6月

份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3.4个百分

点。其中，WTO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总额370.6亿元，同比增5.1%，

实现连续3个月正增长，出口增速

在6月份转负为正。水果、蜂产品、

食用菌、中药材、花卉苗木等我省

主要出口农产品实现恢复性增长，

猪肉进口同比增4.1倍。水产品进

口额28.6亿元，同比增21.3%，出

口额51.7亿元，同比减23.5%。“一

带一路”沿线市场占比进一步提

升，进出口额145.5亿元，占全省总

量的22.1%。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进

出口额67.8亿元，同比增51.6%。

沈侬

我省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回暖向好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7月30日，省农业农

村厅召开第四届农业技术首席专

家考核会。会上，13位厅首席专

家分别汇报了3年聘期中的工作

情况，接受考核。厅一级巡视员张

火法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初步统计，3年聘期中，本届

首席专家主持或主要参与完成省

部级重点科技项目8项、省“三农六

方”等科技计划项目12项，获得省

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5项、发明专

利10项；参与制定农业发展重要规

划7个，设计农业科技项目15个，

培训农技人员8600余人次，指导

建立农业科技核心示范基地16个，

建立首席专家工作室5个，带领技

术团队在促进相关产业提升发展

中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3年来，厅首席专家们牢记职责

使命、积极担当作为，在各自领域中

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各方充分肯

定。粮油首席专家王岳钧领衔的产

业技术团队，荣获农业农村部农牧

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土肥首席专家

倪治华、中药材首席专家何伯伟获

评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茶叶

首席专家罗列万、水果首席专家孙

钧入选农业农村部种植业专家指导

组成员；蚕桑首席专家吴海平提出

的政策意见被商务部采纳，推动我

省建设相应项目12个；动物疫病防

控首席专家徐辉带领团队为非洲猪

瘟疫情诊断防控等应急事件处置提

供了技术支撑。多位首席专家还积

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当地产

业发展、脱贫攻坚作出了贡献。

13位厅首席专家接受聘期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