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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示第三

批共 38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

单。我省湖州吴兴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杭

州余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入围。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引领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排头兵，是乡村产业兴旺的示范

样板。我省此次入围的两处产业园，在做

大做强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推进全产业链

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吴兴产业园规划面积10.8万亩，涉及3

个乡镇33个村、2.48万农户，定位“精品、高

效、生态、外向”，围绕水稻、水产两大主导产

业，着力推进农业产业朝绿色融合方向发

展。两年来，园区先后投入39.67亿元，建成

2.2万亩特色水产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全国最

大的罗氏沼虾、翘嘴红鲌种苗基地，建成3.6

万亩优质水田，推广稻渔综合种养2.1万亩，

组建区镇村3级农村电商平台。今年产业

园预计实现总产值40.23亿元。

余杭产业园聚焦茶产业，整体布局“一核

两心三片四景”，规划总面积34.5万亩，目标

成为全国的高端精品茶生产区、茶旅融合发

展示范区、城郊型乡村振兴引领区和国际禅

茶文化交流中心。目前，已建成国家级标准

茶园2个，新建、改造标准化茶厂10余家，全

面实现机械化加工，研制特色茶衍生产品

120余种，培育省级以上龙头企业7家。今

年预计总产值达到73.66亿元。

据了解，我省自2010年启动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以来，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农产品标准化、农业经济生态化。至今，全

省已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园6个，在57个

县（市、区）创建省级农业产业园59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园区实现了涉农县全覆盖。

以农业产业园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吴兴余杭入围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

施意见》。将于明年元旦施行的《意见》要

求，要以完善管理养护体制、强化资金保

障、健全长效机制为重点，深化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管理养护质量，

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为我省“重要窗

口”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意见》明确，到2022年，我省要基本

建立权责清晰、齐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机制，形成财政投入职责明确、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格局；农村公路治理

能力明显提高，治理体系基本形成，通行

条件和路域环境明显提升，交通保障能力

显著增强，管理养护水平全国领先；农村

公路列养率达到100%，年均养护工程实

施比例县乡道不低于 6%、村道不低于

5%，中等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低于

85%。到2035年，全面建成体系完备、运

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基

本实现城乡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路况水平和路域环境根本好转，治理

能力全面提高。

《意见》指出，要加大农村公路日常

养护投入。从2022年起，省市县公共财

政资金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每年

每公里总额不得低于以下标准：县道

15000 元，乡道 7500 元，村道 4500 元。

其中，省级切块到县（市、区）的计算标

准为：26 个加快发展县，县道 4500 元，

乡道 2500 元，村道 2000 元；其他地区，

县道 4000 元，乡道 2000 元，村道 2000

元。各地现行的资金标准高于上述规

定的，不得降低。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日前，经浙江农业之最委员

会办公室现场测产验收，诸暨市草湖江口

粮食专业合作社王根善申报的125亩单季

常规晚粳稻，实测得攻关田亩产891.73公

斤，百亩方平均亩产869.94公斤，分别打破

871.5公斤和827.1公斤的浙江农业之最纪

录；宁波市奉化麦浪农场竺海龙申报的

110亩连作晚稻，实测得百亩方平均亩产

801.79公斤，打破800.91公斤的浙江农业

之最纪录。

据了解，王根善和竺海龙此次创新

纪录，主要得益于良种、良田、良法的合

理配套。王根善种植的单季常规晚粳

稻，品种为“浙粳 99”，属中熟常规晚粳

稻，株型紧凑，株高适中，抗衰耐肥，丰产

性较好。竺海龙的连作晚稻百亩示范

方，品种为“甬优1540”，适应性广、丰产

性好。这些百亩高产示范方均位于土壤

肥沃、田成方、路成网、灌得进、排得出、

易操作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均采用了

精量播种、叠盘出苗育秧、精确定量栽

培、“两壮两高”、基施缓释肥和病虫草绿

色防控等水稻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栽培

管理技术到位，全方生长平衡，青秆黄

熟，结实率高。

“我种‘甬优1540’已有6年了，可以说

对这个品种的‘脾性’很熟悉了，加上今年

天气好，又有农技专家精心指导，终于实现

了高产。”竺海龙开心地说。

“他俩选种的这两个稻种，今年我们在

全省分别推广了 59.26 万亩和 111.28 万

亩。”省种子管理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全省共推广水稻主导品种766.8万亩，

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2 月

15日至16日，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厅

长王通林带队赴温州

市调研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等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八

次全会精神，围绕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目标任务，不断深

化农村改革，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为

忠 实 践 行“ 八 八 战

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争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先行省贡献

“三农”力量。

正逢寒潮袭扰，

温州乡野寒风凛冽。

王通林一行先后来到

龙湾区、瓯海区和龙

港市，考察调研温州

璋川农副产品专业合

作社、三垟湿地瓯柑

园和中对口村、云岩

片区，关切地询问今

年的果品销售、果农

收入和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进展等情

况，了解需要帮助解

决的困难，并与当地

干部、农技专家、生产

经营主体等交流座

谈，现场协调解决实

际困难。

王通林充分肯定

了温州市在推进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他强调，新发展

阶段要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强化规划布

局，突出地方特色，着

力完善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大力振兴瓯柑、丁岙杨梅、铁皮石斛、蜜蜂、大

黄鱼等特色产业，提升品牌、扩大规模、提高效

益。要以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园建设为牵引，突显

文化底蕴、自然风貌、历史人文，加快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要紧密结合“三联三送三落

实”活动，统筹专家力量，建立服务直通渠道，想

方设法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王通林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是一项重大改革任务，龙港市等试点地区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

求，坚守农村改革三条红线，坚持“三权分置”改

革方向，抓紧完善试点方案，进一步找准改革突

破口，加快探索形成具鲜明辨识度的改革成果，

为全国提供浙江经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充实改革专班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要善于借助

专家“外脑”，加强调研学习，汲取先进经验，提升

业务能力。要坚持风险可控、稳慎试点，严格执

行“一户一宅”等要求，保障“户有所居”，切实解

决好农民住房问题。要运用好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成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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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良田良法和老天帮忙一样不能少

我省水稻亩产屡破记录背后有故事

浙江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2035年实现城乡公路交通均等化

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始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