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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们20名教授分

别对接‘大下姜’的23家农业主

体,搭建校地人才交流、科研合作、

技术推广、智力支撑平台，促进柔

性引才引智、培育乡土人才，为当

地的持续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

撑，全力助推‘大下姜’快速高质量

发展。”9月4日，在淳安县“大下

姜”区域的一家石蛙养殖场里，正

在向技术人员传授石蛙养殖技术

的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赵阿勇，这样

对笔者说。

此前，浙江农林大学在淳安县

枫树岭镇下姜村举行了“智汇乡

村 聚力振兴”校地合作活动、该

校20位专家教授受聘为“千岛湖·

大下姜”乡村振兴智囊团专家，将

聚焦服务茶叶、旱粮、水果、笋竹、

中药材等5大产业，实施乡土人才

提升、农产品提质增效、农村电商

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

提升“五大助力工程”。受聘的专

家们还根据农业企业邀请，当场分

赴结对企业开展实地指导。

活动当天，浙江农林大学“大

下姜”专家工作站及“千岛湖·大下

姜”乡村振兴学堂同时揭牌，校地

企3方还签署了合作共建“大下

姜”区域品牌协议。该校将全力以

赴对接服务“大下姜”乡村振兴，深

入挖掘“大下姜”的经济区域优势

和生态发展资源，努力开辟校地合

作新亮点、新模式，合力共建“大下

姜”品牌。 陈胜伟 周彦兵

校地企合作共建“大下姜”品牌

本报讯 台州市椒江区将农

机纳入保险补贴范围，为农业“机

器换人”保驾护航。到目前，全区

已参保农机94台，附加田间作业

雇主责任承保71户，累计为农户

提供保障3100多万元。

连日来，人保财险椒江支公司

工作人员深入农业主体，主动上门

提供政策解读和保险服务。早晚

稻连作面积达1000多亩的章安古

桥水稻专业合作社，近年来添置了

十多台农机具。以前都是自己为

农机具保险买单，这次有了政府的

惠农政策，不仅减轻了经济压力，

对机械化种植也更有信心了。

据了解，该区的农机综合保险，

保费由区财政补助70%，农户自缴

30%。以农用拖拉机为例，去年最

低保额保费农户需自负500多元，

今年实行政府补贴后，农户只需支

付150多元。参保农机包括纯农田

作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

粮食烘干机等。但常年在外跨区作

业、不按规定年审等的农机及上道

路行驶的运输型拖拉机除外。

“将农机纳入保险补贴范围，

是我区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

民生工程的新举措。”椒江区农业

农村和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举有利于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加

快推广应用先进农机，促进农业生

产现代化。 邰蛟龙

助推农业“机器换人”

椒江为农机穿上“保险衣”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富阳区

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团队远赴贵

州省锦屏县，深度落实对口帮扶工

作。专家团在当地举办生猪养殖

技能培训班，理论和实际结合，课

堂和现场衔接，为来自该县各地的

50多名学员传授养猪技能。

培训期间，专家团队根据当地

实际和产业发展走向，围绕生猪生

产与经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畜

产品安全、养殖产业提升等内容，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授。安排学

员前往建设中的铜鼓镇永诚牧业，

参观学习猪场布局、设计等技术要

点，传授现代化养殖和规范化管理

知识。还安排“咨询答疑课堂”，为

学员解疑释惑。锦屏县大同乡八

河村养殖户吴长莲说：“通过学习

交流，收获很多，信心更足了，回去

后要分享给其他农户。”

在锦屏挂职的富阳干部孙立

峰表示，将组织专家们下乡进村，

实地指导养殖大户和基地，发挥传

帮带作用，实现“龙头大户带动小

户，共同走上富裕道路”。

两地农业农村局还召开了东

西协作研讨会，商讨发展提升当地

果蔬、水产、中药材和油茶等产业，

为锦屏脱贫致富发展提供产业支

撑。 盛征军 刘国军 闻军清

富阳农技专家远赴贵州开展产业帮扶

本报讯 近段时间来，兰溪市

游埠镇鸿益养殖场智能化改造项

目加快推进。农场主郑广盛通过

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担保，拿

到了 200 万元贷款，还享受到了

1.5%的贷款贴息，解了燃眉之急。

郑广盛是今年我省首批基层

政策性担保服务创新试点的受益

者。自 6月份至今，首批试点地

区已全面签约并实现业务落地。

省农担公司通过降低费率、优化

审批，找项目、送服务，打通融资

“最后一公里”，让“三农”主体贷

款贷得到、贷得快、贷得轻松，有

力支持我省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

在省级财政资金支持下，省农

担公司牵头在试点地区设立政策

性担保风险资金池，共建地方政

府、省农担公司和合作银行等多方

共担的风险分散机制，按不低于1：

15的比例放大，撬动更多金融资金

进乡村、助农户。公司还着力优化

服务，做好“减”字文章，进一步减

少业务环节、材料报送和审批时

间，实行线上一次性办结。将年担

保费率从最高 1.5%降到 0.8%以

下，提供重信用、免抵押、低费率的

服务，提高融资可得性和可得额。

注重优先扶持当地特色重点产业，

开发适配贷款产品，精准支持做强

做大。到8月底，已在试点地区摸

排意向农业融资需求约5亿元，有

11个县市的20余个重点产业列入

清单，收集需求主体近1万户。

梁亚洲

我省创新基层政策性担保服务

让“三农”主体贷款贷得到贷得快

本报讯 9月9日，在玉环市

坎门中心渔港“三无”渔船扣船所

海边，该市港航海洋和渔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正在集中拆解涉渔“三

无”船舶。此次拆解的涉渔“三无”

船舶共有95艘，是今年以来该市

开展的最大规模拆解行动。

今年以来，该执法队持续开展

渔场修复振兴行动，联合沿海乡

镇，加大海上、港岙口的巡查力

度。仅5月 1日东海全面禁渔以

来，就查扣涉渔“三无”船舶78艘，

查处非法捕捞案件7起，移送公安

机关15人。

据悉，这些涉渔“三无”船舶都

是未履行审批手续，非法建造、改

装的，不但影响海上通航环境，破

坏渔业资源，且因船上设施简陋，

脱离监管，自身的救护能力欠缺，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倪建军

玉环集中拆解95艘涉渔“三无”船舶

9月6日，在温岭市温峤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里，30多名乡村月嫂正

在学习烹饪“月子菜”。为帮助农村妇女掌握一技之长、以技致富，学校邀

请专业师资开展家政人员职业道德、护理技能、月子菜烹饪等培技能训、

考证。同时，与家政公司衔接，学员就业率达85%。 江文辉 摄

武义县与大族农业科技园合作，在该县壶山街道上端头村的

百亩农业大棚上建造了装机5100千瓦的光伏电站。棚下栽培香

菇，棚顶阳光发电，有效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实现了亩产鲜

菇100多吨、亩收入超100万元的可观效益。上图为光伏大棚园

区鸟瞰，右图为大棚内采收鲜菇。 张建成 摄

棚下菇飘香棚下菇飘香 棚顶发电忙棚顶发电忙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9月10日，全省晚稻

重大病虫防控暨“农药两制”改革

推进会在桐乡召开。会议强调，夺

取晚稻丰收，对完成全年粮食生产

目标、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至关重

要。要进一步认识今年晚稻重大

病虫害发生形势的严峻性，突出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坚持防治结合，

做到精准施策，坚决打好这场攻坚

战、持久战。会议对下一步我省晚

稻以褐飞虱为主的重大病虫害防

控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

当天上午，与会代表在桐乡市

石门镇观摩了晚稻重大病虫害综

合防治现场，参观了杭白菊“农药

两制”改革示范区和桐乡市现代农

业创新与服务中心。下午，代表们

分组交流了各地当前晚稻重大病

虫发生防控形势以及推进“农药两

制”改革的经验做法。

会议指出，“农药两制”改革推进

一年多来，各地按照“一个机制、两大

平台、三项记录、四种方法”的总体思

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取得了明

显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巩固农

药实名制购买改革成果，加快推进

农药使用情况记录、农药废弃包装

物回收处置等工作，研究定额用药

防治标准，加大力度推进绿色防控，

探索用药风险保障的兜底机制，把

“农药两制”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

进，从开放式要求到闭环式管理转

变，从工作落实向机制构建深化。

会议强调，今年我省晚稻病虫

害迁入偏早、虫量偏多，病虫害总

体偏重发生。截至9月3日，全省

平均虫量达1312头/百丛，褐飞虱

累计发生1567万亩次，较去年增

加36.2%；白叶枯病在局部重发流

行，全省发病面积10.44万亩，是去

年同期的1.8倍。

当前离本季水稻病虫害防治

结束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也是抓

好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的重要窗

口期。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分析

研判当地水稻长势生育期和褐飞

虱的发生情况，制定好防控方案，

把握好防治要求、主攻对象、时间

节点，注意农药用药安全，做到应

防尽防。重点田块重点治、重点

防，爆发流行区域要应急处置，坚

决控制病虫害的大发生。药剂防

治做到“三用三不用”，防治适期

用、交替轮换用、早晨傍晚用，抗性

的药不用、气温高不用、安全间隔

期不用。同时，要在防控资金、物

资、装备、人员、技术等各方面做好

充分准备，落实好专业化防控队伍

组建和应急农药储备，组织开展应

急物资检查，适时启动预案进行应

急处置。

奋战30天，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