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编辑：陈学农 版式：郑蔚 电话：0571-86757187 E-mail:562429720@qq.com要闻 2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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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县林城镇方山窑村明顺果业合作社的35亩猕猴桃迎来采摘季。图为日前，当地志愿者正在帮助采摘，并

将猕猴桃发往周边各地。 王洁涵 摄

本报讯 日前，“ 绍兴好

人”2020 年 9月名单揭晓，嵊州

市鹿山街道江夏村茭白专业合

作社社长汪江宁上榜“诚实守

信好人”。村民们点赞说，汪江

宁带领大伙诚信致富，实至名

归。

江夏村种茭白已有30年的历

史，汪江宁是远近出名的“茭白大

王”。在他心中，江夏茭白“无公

害”的牌子比什么都重要。曾经

有一次，合作社茭白基地遭受福

寿螺侵袭，他动员茭农人工灭螺，

并引进生态防治，在茭白田放养

甲鱼，有效控制了病虫危害，还获

得了茭白、甲鱼双丰收。由此，也

让村里的茭白种植迈向了生态化

种养。

“我们种出来的茭白，汪社长

会全部收购。”茭农孙永说，汪江

宁会保证社员的利益，宁可亏自

己也不会亏了社员。有好品种、

好品牌，又不愁销路，合作社社员

现已增加到120多户，每年为茭农

们增收2000多万元。

尹洁银 张娜

带领社员诚信经营共同致富

嵊州茭农汪江宁获评“绍兴好人”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省牢固

确立“三地一窗口”的政治担当，咬

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胜利目

标，以“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为抓

手，精准把脉、多措并举，全力促进

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截至8月底，全省新增返乡留

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48.8万人，

培育返乡创业农民工24.5 万人。

在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的扩大返

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视频

调度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就此作了

典型发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冲击，我省积极应对，着力

拓宽就业创业门路，开展了“减税、

减费、减租、减息、减支”行动，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已完成减负483亿

元。落实省委“两进两回”决策部

署，积极推进创业增岗，全省共发

放创业就业补贴16.5亿元。建立

实体化运行专班，努力推进乡村休

闲旅游业复苏，全省各级共发放休

闲农业消费券1.33亿元，带动休闲

农业消费14.6亿元。推动落实“农

家特色小吃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百县千碗”等工程。积极开发公

益性岗位，全省新增岗位6000余

个。指导基层建立乡镇劳务服务

机构，摸排建立返乡农民工就业和

企业用工需求清单，推行“线下精

准对接+线上招聘面试+云端直播

带岗”服务，全省共发布就业岗位

120多万个，在用工集中时段开展

劳务调剂协作，共调剂员工20万

余人次。

同时，统筹农业、商务、文旅等

部门培训资源，加力开展农民职业

培训，累计有 40 万人次在线学

习。补贴企业开展在岗培训、以工

代训33万人。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还以“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为载

体，组建了1797个服务队，联系1

万多个村 (企业、基地)，开展服务

4.5万多次，积极助推农业企业加

快复工。

□见习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畜牧发展，良种为

先。今年以来，我省多措并举加强

地方猪种质资源保护，提升畜禽种

质资源优势，确保不受非洲猪瘟等

重大动物疫病影响，深入推进地方

猪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

2015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

地方猪种质资源保护与财政补助

挂钩的协议保种制度，由省级、县

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保种主体签订

三方合作保护协议，明确保护职

责。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强化管

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与省级保

种主体重新签订保护协议，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能。至今，已安排资

金1216万元用于保种场建设。

坚持保种+防疫“两条腿”走

路，多途径保护种质资源。省级

财政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建设

地方猪省级种质资源活体基因

库，并对各地自行建设的活体保

种备份场给予80万元资金补助，

至今已建成淳安花猪、岔路黑猪

等4个品种的备份场。组织开展

遗传物质采集冷冻保存工作，累

计采集9.3万剂精液和1221管体

细胞，实现品种和家系全覆盖。

组织实施生猪产业全链条严管

“百场引领、千场提升”行动，有效

防控非洲猪瘟疫情，提升生物安

全防控水平。

加强科研探索创新，充分发挥

品种资源优势。省农业农村厅与

浙江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密

切合作，成功完成嵊县花猪冻精复

苏繁育，10头受孕母猪顺利生产

31头“冻精猪”。省农科院利用基

因资源研发的“金乌猪”，肉质风味

可与金华两头乌猪媲美，获得市场

好评。加快金华猪Ⅲ系公猪体细

胞克隆繁育，预计年内即可分娩

“克隆猪”。

强化管理 保防并举 探索创新

我省地方猪种质资源保护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

布了第二届全国“最美农技员”活

动“寻找”结果，全国共有99位农

技员光荣上榜。我省的蒋玉根、赖

建红、庞子千榜上有名。

“获评全国‘最美农技员’，感

觉使命和责任更重了。”杭州市富

阳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员蒋玉根

表示，要继续扎根基层，为农民兄

弟多干好事实事。

庞子千是瑞安市马屿镇农技

推广站的高级农艺师，一直从事乡

镇农技推广工作，为促进当地农业

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安吉

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的赖建红，扎

根基层一干就是30多年，先后推

动攻克了安吉白茶新品种繁育、炒

茶技艺“机器换人”等多个技术难

题。她表示，要继续努力服务当地

白茶产业发展，让更多的人通过白

茶产业增收致富。（3位“最美农技

员”的相关事迹，本报下期将予以

专题报道。）

“寻找最美农技员”活动由农

业农村部主办，旨在宣传基层农技

人员不畏艰苦、扎根农村、为农服

务的高尚品德，展示他们务实重

干、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农技

推广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我省3人获评第二届全国“最美农技员”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9月22日，浙江农艺

师学院举行2020届在职研修生结

业典礼暨2020级新生学员开学典

礼。会上，同时举行了省农科院杨

渡科研创新基地等137家示范实

训基地和磐安县云顶家庭农场等4

家 示 范 实 训 培 育 基 地 授 牌 仪

式。

当天，浙江农艺师学院与省

农业科创园联合举办了创业创

新产品展示暨“农民丰收节”农

科成果展销会，集中展现它们致

力科技创新创业、主体培育发

展、工商惠农助农、成果转化应

用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共有 70

家在职研修生创业企业和农创

园入驻企业的 200 多种产品参

展，涵盖水果、蔬菜、茶叶、中药

材、水产等。

浙江农艺师学院喜庆“丰收”

本报讯 浙江省首届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近日在宁波

举行。新昌县科农茶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盛文斌选送的“一片叶子

富一方百姓”项目，荣获“精准扶

贫”专项赛一等奖。

盛文斌 2006 年应征入伍，

2011年底退伍后，回乡从事茶产

业，创建科农茶树专业合作社。他

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众多茶农致富，并帮助西部贫困

地区的农民种茶脱贫，为茶产业精

准扶贫作出了贡献。今年4月，合

作社繁育的优质茶苗捐赠四川省

小金县，为新昌对口帮扶开辟了产

业扶贫新途径。他还创立了新昌

向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茶

园+”模式，向繁育生产、加工销售

及休闲观光等方面融合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

盛文斌致富不忘公益，每年给

当地多所学校资助奖学金、文体用

品，慰问百岁老人、抗战老兵等。

今年疫情期间，多次向省内外相关

部门捐资捐物。合作社及盛文斌

个人先后获得省示范性农民专业

合作社、绍兴市最美退役军人等荣

誉。 俞佳颖

新昌一合作社理事长退伍不褪色

获省退役军人精准扶贫专项赛一等奖

本报讯 日前，由浦江县农技

推广中心申报的“浦江桃形李”顺

利通过农业农村部评审，成为该县

继葡萄之后的又一个国家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产品。

浦江是“中国桃形李之乡”。

这种水果因形如桃、味似李，食之

兼有桃李风味，故名桃形李。桃形

李果肉细腻松脆、酸甜适口、芳香

诱人，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及

微量元素，具清热利尿、消食开胃

健脾之功效。目前，浦江县有登记

保护面积2万亩，家庭农场136家，

年产量4万吨、销售额超2亿元。

评审专家组认为，浦江桃形李

人文历史悠久、产地环境优越、生

产方式优化、产品品质优良、市场

知名度高、富民效果好、发展前景

广。浦江此次获得这张“金名片”，

有望极大提升浦江桃形李的品牌

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张根庆 陈鸿才

浦江桃形李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积极应对非常形势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我省力促返乡留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