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20 浙江农业博览会上，数字“三

农”成为一大亮点，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

光：“浙农码”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标志着

我省农业农村领域朝着“精密智控”的方向

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充分利用数字化

手段，开展线上实时直播、下单采购，通过

组织云展示、云展销、云订货、云论坛、云推

介等，累计实现网上成交额超6000万元。

过去一年里，省农业农村厅专班化推

进数字“三农”工作，搭建了浙江省数字“三

农”协同应用平台，农业农村领域网上办事

率达99.96%。整建制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

点，创建数字农业工厂 163 个，示范带动

947个种养基地完成数字化改造。成功举

办数字赋能的首个“国际茶日”浙江主场活

动、浙江农博会、浙江瓜菜种博会、出口农

产品交易会、农家特色小吃展等重大活

动。20个县（市、区）获评“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达68.8%，居全国第一，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

农村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布局形成了

包括现代农业、农村经济、人居环境、乡村

治理、农民发展等5个方面16个项目的乡

村集成改革矩阵；推进农村土地二轮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和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探索实施农业标准地、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等“三权分置”新模式，推进农民建

房“一件事”办理……

以“智治”赋能乡村治理。制定实施

《浙江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2020-2022 年）》，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累计

建成善治（示范）村 4008 个，国家、省级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270 个。持续深化

“千万工程”，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全省垃圾分类处理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5%，新建成新时代美

丽乡村达标村5135个。

进一步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4位新

型职业农民成为我省历史上首批正高级职

称农民。25个县市定向培养农业技术人员

92名、建立乡镇或区域农业公共服务中心

1653个。深入实施“两进两回”行动，实施重

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授

信、农创客等新型主体和高素质农民培育，

新培育农创客2100多名，累计达到7200多

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

数字赋能强根基 农村改革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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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看浙江

疫情“大考”下的高分答卷
——2020年浙江农业农村工作回眸

隆冬时节，仙居农民“冬闲”不闲，冒着严寒积极开展冬种生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图为1月12日，该县白塔镇金店

村一农民正驾驶农机翻耕土地，准备播种马铃薯。 王华斌 摄

冬日田间耕种忙冬日田间耕种忙

□本报记者 李松

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形势向

好，数字“三农”建设提速，扶贫开发实现“三个清

零”，“千万工程”建设持续深化，美丽乡村更具气

质……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围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实施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

“369”行动，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以

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思维，全力答好“两手

硬、两战赢”考卷。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实际增长1.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2.2%。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晚稻病虫

害大发生、台风洪涝灾害多发等不利因素，我省

全力保障“米袋子”“菜篮子”供应，奋力扭转粮

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下滑势头。全年粮食

播种面积、亩产、总产实现“三增”，其中播种面积

1490万亩、总产121亿斤，均创近5年新高。大力

推进生猪产业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循环化、

数字化、基地化发展，全省开工新建年出栏万头

以上大型规模猪场157个、投产100个，年末生猪

存栏超 620 万头，恢复到 2017 年末生产水平的

115%。

蔬菜、水产、油料作物等重要农产品量足价

稳。2020 年，我省蔬菜播种面积 610 万亩、产量

1150 万吨，分别较上年增加 5.1 万亩、9.5 万吨。

油料生产保持稳定，油菜总产25.66万吨，与上年

持平；油茶新增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水产品总

产量510.7万吨，增2.5%。推广水稻主导品种种

植面积775.9万亩，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浙”

字号超级稻家族再添 4 个“新成员”，总数达 19

个，超级稻品种数量居全国第一。培育的优质稻

品种在全国各类评比中屡获金奖。发布畜牧业

主导品种22个，诞生首批“冻精猪”和首批体细胞

克隆“金华猪”。

扎实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防止粮田“非粮化”，新建成高标

准农田 64 万亩、新提标改造粮食生产功能区 54

万亩。推进农业“机器换人”和仓储设施建设，水

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2.5%，建成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基地23个。创新实施化肥农药实

名制购买、定额制使用，连续8年实现化学农药使

用量负增长，减少不合理施肥2.52万吨。坚决打

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植物疫情防

控阻击战，强力推进渔业、农机等领域安全生产

整治，农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全省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个、现代农

业产业园2个，创建省级特色农业强镇113个、现

代农业园区59个，累计建成单条产值10亿元以

上农业全产业链80条，总产值逾1500亿元；累计

培育流通型农业龙头企业 600 余家、家庭农场 6

万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4.72 万家，带动农户

505.3万户；浙南早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全省休闲农业共接待

游客2.23亿人次，营业总收入374亿元。累计培

育美丽乡村夜经济特色点（村）664个，特色线路

186条。

“虽然目前香菇交易仍然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但这一年估摸着也能有10多

万元的纯收入。”在景宁县鹤溪街道东弄

村，村民蓝葱和信心满满地向记者说道。

蓝葱和一家原本是村里的低收入农户，因

缺少资金，多年来依靠银行贷款种植少量

香菇维持生计，经常是入不敷出。在加入

该县推出的“政银保”扶贫小额信贷项目

后，蓝葱和一口气将香菇种植规模从 2 万

段扩大到了 6 万段，走上了增收致富的康

庄大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了！”蓝葱和说。

2020年，我省紧盯高水平全面小康“不

落一村、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目标，实施低

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坚行动，规范

异地扶贫搬迁，高质量推进并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家庭人均年收入 8000

元以下情况、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下

薄弱村“三个清零”。前三季度，全省低收

入农户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 10911 元，增

幅13.6%。

在全国率先施行县域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同标，全省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达到

879元/月。低收入农户医疗补充政策性保

险实现全覆盖，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农村困

难群众全部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建设学生

资助一窗受理平台，完善控辍保学管控机

制，确保低收入农户子女入学。健全危房常

态化排查和即时救助机制，危房治理省补标

准提高到15000元。发布《浙江精准扶贫报

告》《解决相对贫困的浙江样本》，为全国构

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提供

了先行先试的浙江方案。

高质量推进农村地区“20分钟医疗卫

生服务圈、20 分钟交通可乘圈、30 分钟文

化服务圈”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 8957 公

里，行政村通客车全覆盖；累计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1.76万家；开展“千吨万人”农村饮

用水水源地建设，农饮水达标提标累计覆

盖803万人，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同质饮水；

电网升级、5G网络覆盖、农村停车场、新能

源供应设施建设等扎实推进；845个乡镇每

地至少建有一所公办幼儿园，农村学校标

准化达标率97.7%；208家县级医院和1063

家乡镇卫生院组建成 161 家医共体，村卫

生室规范化率63%。

一系列实打实的助农惠农措施，正让

我省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扶贫开发促增收 农民生活“节节高”

生产保供显成效
绿色发展增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