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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岭市慈善义工松门服务队党支部组建

了一个“流动红色影院”，开展送百部红色影片进百

村活动，为偏远山村、海岛群众播放红色影片，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

“红色影院的放映设备是由义工队里的苏利明

和李家军赞助的。”服务队队长何荣富介绍说。3月

25日晚，“流动红色影院”组建后首站选择了松门镇

海韵新村山里皇安居点，这里居住着5位原山里皇村

的老年人，因条件有限，个别老人房间一直没通电，

文化生活枯燥。义工们为老人们播放了越剧《九斤

姑娘》选段以及战争片《大决战》的第一部“辽沈战

役”，深受老人们的喜爱。 江文辉

温岭百部红色电影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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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首批全国农机使用一

线“土专家”名单，我省7位“农机人”榜上有名。他们

分别是：杭州泗乡农业专业合作社郑户南、杭州萧山

秋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施秋琴、杭州余杭区金硕农

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陈杭、桐庐县瑶琳镇东琳村魏

小芬、淳安县兴农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余建苏、浙江红

专粮油有限公司董红专、缙云县晓村农机修理部田

晓村。 张佳妍 缪细央

我省7人上榜
首批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单

□本报记者 杨怡 通讯员 仇丹娅

本报讯 “原来要开车、走山路才能

到对面山上开启抽水泵，费时又费力，现

在只要在手机上点一点，那边的山塘水

就能抽到育苗中心的蓄水池里，水满了

还能自动关闭，太方便了。”宁海县一市

镇武岙村村民黄夏莲经营着一家水产种

苗培育企业，曾经一直为淡水取用难困

扰的她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这个难题

会被物联网技术轻松解决。

近年来，宁海县积极打造“智慧+农

业”体系，助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在观光农业、都市农业、云农场等基于互

联网的新业态中集成应用，让众多如黄

夏莲这样的农业主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一批数字田园、数字牧场、数字

渔场、智能农机示范基地业已在该县应

运而生。

“以前老担心肥力够不够、大棚温度

合不合适，经常去田里晃荡，现在人在千

里之外，也能从手机里了解地里的状

况。”宁海立新特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

爱华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安装的大棚农业

物联网系统。打开系统页面，“温度

20℃、相对湿度 69.1%、二氧化碳浓度

501.0ppm、土壤含氮量 147.0 毫克……”

大棚实时数据一目了然。

“露天种植成本低，但品质也一般，

农产品价格卖不上去，现在投入虽然增

加了，但售价也高了，而且还打开了高端

市场。”王爱华介绍，得益于这套大棚农

业物联网系统，工作人员能实时直观地

查看作物生长环境，及时将环境调整到

最佳状态。

在位于宁海县长街镇南塘村的广聚

家庭农场，数字化变革让该农场的水产

养殖从过去的经验至上走向了科学至

上。这几天，农场负责人毛亚锋正忙着

调试刚安装的水质监控系统，为后续南

美白对虾养殖作准备。

“原来靠肉眼查看水质、虾的活动

状态，来判断要不要开启增氧机等设

备，安装了水质监控系统后，可实时监

测水中溶氧浓度，一旦低于警戒值，可

自动打开增氧机。”毛亚锋笑着说，数字

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目

前40亩大棚的日常生产，2个人就可以

轻松完成。

农业数字化变革不仅在田间地头、

沿海海塘施展，还在该县的禽舍中上

演。在该县振宁禽业的数字化鸡舍中，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手机上简单操作

了一番，短短几分钟，鸡舍里的饲料、水

就实现了自动投喂。“原先我们一个人最

多只能养殖 5000 羽鸡，通过数字化改

造，现在一个人养殖6万羽鸡没问题。”

此外，宁海县还依托“省海洋与渔业

互联网+监管平台”和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实现了渔船作业精密智控；舌尖安全

实现“一码追溯”；无人机成为种粮大户

防治病虫害的主要设备……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农

业，数字化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推动着

宁海农业实现智能化生产、经营、监管。

宁海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该县将进一步加快农业数字

化变革，缩小一产与二三产的“数字鸿

沟”，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手机点点，就能换水控温、养鱼养鸡、防虫治病……

数字化变革正让宁海农业“脱胎换骨”

3月29日上午，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围绕“学习党史守初心 乡村

振兴担使命”主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厅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重要窗

口”增添“三农”亮丽风景，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会议通过视频形式，覆盖全厅所有

干部职工。 金国栋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1年浙江省海洋休渔禁渔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浙江省

渔业管理条例》和《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海

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

〔2021〕1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将

2021年我省海洋捕捞休渔禁渔规定通告如

下：

一、休渔作业类型

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

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

二、休渔时间

（一）单船桁杆拖网（桁杆拖虾）、笼壶

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休渔时间为5月1

日12时至8月1日12时。

（二）小型张网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日

12时至8月16日12时。

（三）单锚张纲张网（帆式张网）、拖网及

其他未列举海洋捕捞作业休渔时间均为 5

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

（四）捕捞辅助船休渔时间原则上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16 日 12 时；确需为一些

对资源破坏程度小的作业渔船提供配套服

务提前结束休渔的，应报农业农村部批准同

意。

（五）捕捞许可证核定两种作业类型或

一种作业类型两种作业方式的，只要其中

一个作业仍处于休渔期内，则该捕捞渔船

仍要进行休渔。不得在休渔期间实施作业

变更（变更为休渔时间一致或更长的作业

除外）。

（六）钓具渔船要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

报告制度，严禁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

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行捕捞，

渔获物应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定点上岸渔

港上岸，并建立上岸渔获物监督检查机制。

（七）休渔渔船原则上应当回所属船籍

港休渔，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回船籍港休渔

的，须经休渔地和船籍港所在地县级渔业主

管部门协商，经设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审核后

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确认。外省籍渔船来

我省休渔或我省渔船跨省去外地休渔的，须

经休渔地和船籍港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

门协商后方可休渔。

三、特定种类和特定区域的禁渔期

（一）梭子蟹禁渔期：4月1日12时至9

月16日12时禁止捕捞抱卵梭子蟹和幼梭子

蟹。

（二）产卵带鱼保护区禁渔期：北纬 28

度30分至30度30分、东经125度以西到机

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以东海域，5月1日

12时至6月30日12时禁止以捕捞产卵带鱼

为主的作业渔船进入该保护区生产。

（三）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禁渔期：4 月 16 日 12 时至 7 月 1 日 12

时，核心区禁止所有捕捞作业生产（注：核心

区由以下6点连接而成。A点：北纬30度30

分、东经123度10分；D点：29度0分、122度

35分；H点：28度30分、122度10分；I点：28

度30分、122度30分；E点：29度0分、122度

55分；B点：30度30分、123度30分）。

（四）大戢洋、马鞍列岛、岱衢洋、舟山渔

场、韭山列岛、渔山列岛、大陈洋、温台渔场、

七星岛、官山岛等10 个产卵场保护区禁渔

期：4月1日12时至8月16日12时，禁止除

钓具以外的其他捕捞作业生产。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农业农村部通告

〔2021〕1号”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调整后的海洋捕捞休渔禁渔规定，

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施行，《浙江省海洋与

渔业局关于2018年浙江省海洋休渔禁渔的

通告》同时废止。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3月31日

近日，浦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金华海关，对葡萄出口基地使用的农业投入品进行检查，确保出口葡萄质量安全。

朱松 摄

投入品检查保安全

近日，“浙农码”全省首个县级场景应用——“浙

农码”赋码安吉白茶正式上线运行，消费者只要用手

机扫一扫茶叶包装上的“浙农码”标识，就可以看到产

品信息、品质追溯、基地信息、智能监测等信息，追溯每

件产品的生产全过程，为产品优质优价提供保证。

“‘浙农码’是全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为农业生产主体等提供‘码’上服务。”省农业农

村厅数字“三农”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

一步，我省将拓展畜牧养殖、产品追溯、精准扶贫、乡

村治理等特色场景应用，“码”上助力乡村振兴。

裘云峰

“浙农码”全省首个县级场景应用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