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6日，武义县王宅镇汤处村村民在为叶片被晒卷的秋玉米洒水。持续20多天的高温晴热天气，使该县不

少农作物受旱“叫渴”。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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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生态

“坡地村镇”建设研讨会在杭州举

行。会议透露，5年来，我省先后实

施生态“坡地村镇”建设试点项目

129个，建设用地面积8600亩，涉

及农地流转面积近8万亩，所有项

目均实现“零占耕地、少占农用

地”，试点成效明显。

2015年，为解决保障发展与

保护耕地的“两难”局面，我省试点

开展了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用地

工作，在严格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利用丰富的低丘缓坡资

源优势，实施建设项目用地“点状

布局、垂直开发”，将具备开发建设

条件的山坡地块作为城镇、农村、

旅游观光以及绿色产业建设用地，

减少各类建设对平原优质耕地的

占用，建设山、水、林、田、城为一体

的生态型村镇。

5年来，试点工作从如何有效

利用好山坡地资源入手，探索建立

了“开发与保护并重，建设与环境

融合”的山坡地利用机制，在发现

和利用景观生态价值的同时，也更

加注重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环

境。在注重品质的前提下，试点项

目彰显了“坡地村镇”建设的区域

特色、产业特色、建筑特色、景观特

色和人文特色，生动诠释了生态环

境就是生产力。

在当日的座谈会上，来自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

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我省“坡

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工作展开专

题研讨。

专家们认为，浙江立足土地资

源禀赋，以保耕地、保生态、保发展

为目标，采取“房在林中，园在山

中”措施，实行差别供地政策，灵活

有效形成了“两山”转化。希望应

强化山坡地开发保护的整体研究、

总体规划，加强坡地村镇建设的技

术标准制定以及强化对坡地村镇

建设的共治共管。

会上还举行了“浙江省生态

‘坡地村镇’建设项目规划设计优

秀成果奖”授牌仪式。德清县裸

心谷度假村、建德市乾潭镇胥江

村杭派民居新村、湖州市慧心谷

绿奢度假酒店等10个项目获得殊

荣。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昨日，全省农机修理

工和操作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湖

州市南浔区举行。最终，吴国平、徐

华剑、项腾飞获得农机修理工操作

一等奖，朱涛、戴兆春、涂吉庆获得

农机驾驶操作员操作一等奖。

本次大赛分为县预赛、市复

赛和省决赛3个阶段，全省各地

共有千余名农机维修和农机驾驶

操作能手报名参赛。最终有 22

支代表队、66位选手参加了昨天

的省决赛，分为农机修理工和农

机驾驶操作员两项技能竞赛，均

由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

组成。

两项技能竞赛前5名的选手，

将获授“浙江省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前8名选手，将核发国家二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晋升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农机修理工竞赛

技能获得前3名的选手，将被授予

“浙江金蓝领”称号。

全省农机技能大赛决赛在南浔举行

□本报记者 钟秀兰 李军

本报讯 激情创业创新，圆梦

乡村振兴。8月26日，由省农业农

村厅、团省委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浙

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迎来了总

决赛。经激烈角逐，“小六石”品牌

乡村梦——乡村“迪士尼”项目和

“微秸宝——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智能堆肥系统”项目分获初创

组、成长组一等奖。

大赛自今年7月初启动以来，

各地参赛热情高涨。经各设区市

选拔、省级评审，共有16个优秀项

目晋级决赛（初创组和成长组各8

个），参赛项目涉及产供销、种养加

全产业链，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新产品、新业态凸显，互联网基

因突出。

决赛现场，16位选手现场路

演，“火力全开”，激情四射地“吆

喝”自己带来的农村创业项目。

大赛现场还成立了农创客

“369”宣讲团，下一步将走进高校、

企业、机关，通过现身说法的形式，

宣讲“两进两回”政策和新时代浙

江“三农”工作“369”行动等内容，

为我省农村创业创新“添薪加火”。

第四届全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收官

在三门县健跳镇三核村，台州春满园生态农业公司今年种植的260

多亩莲藕进入收获季，亩产量达2000多公斤。这些莲藕大多销往临海、

天台等邻县及衢州、广东、福建等地。图为日前，公司员工正在采挖莲藕。

朱曙光 陈维连 摄

点状布局垂直开发 零占耕地少占农用地

我省生态“坡地村镇”建设试点显成效

致敬 高素质农民新时代新时代

□见习记者 郑亚楚

这几天，缙云县新建镇茭白种

植户王斌很是高兴，不仅是因为今

年茭白卖上了好价钱，“每亩茭白

田套养5只麻鸭，除去节省下的除

草、除虫等成本外，每亩还能增加

300至500元收益。”而这其中，有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农作物站副站

长周锦连的一份功劳。

前些年，丽水茭白曾饱受二化

螟、长绿飞虱等虫害困扰。“喷洒农

药，虽然短期内保证了茭白产量，

但从长期看，必然会影响水田环

境，导致茭白质量下跌。”周锦连将

目光转向了物理防治。经反复探

索、查阅资料，他发现“茭鸭共育”

可大幅减少农药用量。“茭白田养

鸭，鸭子不仅可除去田里的害虫和

杂草，降低种植成本，还能增加一

笔养鸭收入，一举两得。”周锦连

说。

茭白除虫问题解决了，质量提

高了，可茭白售价却迟迟上不来。

周锦连调查后发现，问题出在茭白

运输中的浸水上，农户们用的水杂

七杂八，再好的茭白也会被水泡

坏。卖相不好，价格自然上不去。

为此，周锦连和团队反复试验，建

立了专用水池，严格把控水质，农

户统一从中取用浸泡水，有效保障

了外运茭白的品相，价格也就慢慢

上来了。

在效益带动下，近年来丽水市

的茭白产业快速发展，去年种植面

积达到10.4万亩，产值6.2亿元，是

10年前的6倍。

1989年从原浙农大园艺蔬菜

专业毕业的周锦连，30多年来一直

在丽水从事蔬菜技术推广，先后主

持实施省、市农业科研与推广项目

多个，获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7

项，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获得

者，省农业学术带头人、省优秀农

村指导员。

去年8月，原本在宁波种植韭

菜的缙云人陈汉标回到家乡，租了

近百个大棚种韭菜，希望能有个好

收成。但在12月，他发现原本长

势良好的韭菜突然大面积枯萎。

知晓情况后，周锦连急忙赶去。经

现场查看，发现是土壤酸化导致，

立即开出了撒生石灰、施用鸡鸭粪

等碱性物质来改善土质的方子，最

后为陈汉标挽回了近百万元损失。

“铭记初心，继续脚踏实地干，

为丽水蔬菜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投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今

年刚获评正高级农艺师的周锦连，

将此作为自己的新要求。

周锦连：一片痴心在“菜园”

莲藕丰收莲藕丰收

（上接第1版）

“我们对这些闲置农房进行整

修，把房屋打造得更加完美，老百

姓都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姜明

表示，通过租赁平台的有效运营，

闲置农房租赁形成了高效便捷的

衔接系统，租赁利用的规范性也明

显提升。到目前，平台已收储闲置

农房200多套，达成租赁协议86

户。其中，有15户已成功出租，年

平均租赁收入约3万元。

花鸟乡还要求民宿业主，对业

态周边区块实行“卫生三包”，长效

保障环境整治成果，提升整个区块

的环境水平。“我们实行责任到人、

包干到网格的管理模式，希望让

‘两山’理念在这里更好生根、转化

成经济效益。”花鸟乡党委副书记

石华辉表示，有部分民宿还利用农

房及周边设施，创意打造了网红景

观节点，不断为岛内旅游氛围增光

添彩。

如今的花鸟乡，已拥有民宿

64 家，今年 1-7 月共接待游客

2.6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727

万元。

“为更好推进全市闲置农房的

盘活利用，我们将举办一场专题招

商引资活动。”舟山市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处处长施志祥告诉记者，目

前已准备了20多个重点招商项

目，正在宣传推介中。

推开窗户，就是一片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