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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央媒集中采访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江农业农村推进共同富裕受关注

王通林在省农业农村厅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处级干部读书会上强调

落实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蔡希师

本报讯 为展示我省梨产业发展成果，

助推创优质、创品牌，浙江农业之最委员会办

公室将于7月26-27日在桐庐县奥克伍德豪

景酒店举办2021年浙江农业之最梨擂台赛。

据悉，通过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规范化认定，拥有注册商标或统一使用商标

的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或家

庭农场等主体均可参加本次擂台赛。不过，

参赛对象限定为在浙江生产的砂梨等品种，

参赛样品由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要求

组织主体送样。样品应具有该品种果实固有

特性和良好的商品性，平均果重250克以上，

总量不少于5公斤，分装3个以上自有品牌包

装箱，且具有合格证与追溯码。参赛样品由

主办单位和专家共同验收，按抽签号封样编

号，并作为比赛出场顺序，原纪录创造者参赛

的，最后一位出场。专家将根据果形、整齐

度、色泽、果面、风味、质地和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等指标进行打分。

本次大赛设综合品质、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两类奖项，每类奖项各设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比赛将聘请5名专家担

任评委，并邀请公证机构工作人员全程监督

公证。当前浙江农业之最梨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纪录为15.3%。

此外，为进一步宣传推介各地的优质梨

产品，本届赛事还将组织最佳人气奖评选，由

“浙农号”的广大用户从本次参赛队伍中票

选，看看到底哪家的梨最受欢迎。投票通道

将于7月19日12：00开启，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姚力丹

本报讯 “播种面积 249.2 万亩，总产量

13.06亿斤。”7月14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

总队粮食产量调查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我

省春粮播种面积、总产量呈现双增局面。全

省春粮播种面积249.2万亩，较上年增41.3万

亩，增长19.9%；春粮总产量13.06亿斤，较上

年增1.94亿斤，增长17.4%。其中小麦播种面

积 172.2 万 亩 ，较 上 年 增 32.2 万 亩 ，增 长

23.0%；产量 9.66 亿斤，较上年增 1.5 亿斤，增

长 18.4%，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创 20 年来新

高。

今年我省春粮主要包括去年冬季播种的

小麦，还有部分薯类、豆类等旱粮作物。其中

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春粮播种面

积和产量的69%和74%，成为拉动全省春粮增

长的主要原因。省农业农村厅耕地与种子

（粮食生产）专班有关负责人表示，春粮是全

年粮食生产的首季，春粮播种面积及总产量

的“双增长”为我省全年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249.2万亩，总产量13.06亿斤！

我省春粮
播种面积总产量双增

浙江农业之最梨擂台赛，
等你来战！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7月12日上午，中央媒体集中

采访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情况通报会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省委宣

传部、省委政研室、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社

保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

责同志在会上先后作了介绍性发言。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在

会上就浙江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

同富裕有关情况作了介绍。他表示，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在

“三农”，短板弱项在“三农”，我们要力争更多

品牌亮点也在“三农”。省委、省政府出台《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后，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迅速

响应，逐项对标，结合实际抓好落实。7月5

日，省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联

合印发《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

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总体考虑是

以争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为总目标，以

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乡村

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标国际一流、

国内示范，深入实施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

“369”行动，争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先行示范。在核心指标

上，锚定持续缩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

全面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低收入

农户收入三个“万元新增”，城乡收入倍差、低

收入农户与全省农民收入倍差、山区26县农

民与全省农民收入倍差三个“持续缩小”，新

时代美丽乡村达标创建行政村覆盖率、行政

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最低收入水平、省级

善治（示范）村覆盖率三个“基本翻番”。

王通林表示，围绕上述定位目标，前期，

我们按照“小切口大撬动”的要求，深入谋划

突破性抓手，形成了农业农村领域的工作清

单，今后将全力实施产业促共富、建设促共

富、帮扶促共富、农村改革促共富、数字促共

富等五大“促共富”行动，以排头兵的姿态，

奋力打造乡村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努力为共

同富裕示范区增添“三农”风景。

会后，王通林还就浙江农业农村共同富

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内容接受了中央

媒体的采访。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7月15日下午，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处

级干部读书会在省委党校开班。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通林在开班仪式上作了《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落

实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行动》的主题报告。他强调，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要义，进一

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坚决的态度、务实的作

风、优异的成绩，加快推动浙江农业农村领

域高质量实现共同富裕。

副厅长唐冬寿主持开班仪式。

王通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系统总结党奠

基立业、铸就辉煌的百年奋斗成就，深刻阐

明党独立自主、实践创造的百年发展规律，

科学展望党开拓进取、走向未来的百年宏伟

蓝图，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论述，思想深邃、理

论成熟、观点系统，是一篇鼓舞人心的宣言

书，是一堂发人深省的党性课，是一声凝聚

力量的动员令。

王通林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全厅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和下半年党史学习教育的主线，同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百年农政史结合起

来，同转变思想观念、谋划工作思路、推进重

点工作、营造良好氛围结合起来，切实增强

“三农”工作感情，更快提高“三农”工作能

力，进一步营造“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浓厚氛围。

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农业农村领域共同富裕。要

盯牢“三大目标”，推进五大“促共富”行动，

即产业促共富、建设促共富、帮扶促共富、农

村改革促共富、数字促共富，确保浙江农业

农村领域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要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工作本质建设，全

面打造胸怀大局业务精通善抓落实的“三农”

铁军。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切实把握时代

趋势，着力转变作风，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

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

做到情系“三农”、服务“三农”和发展“三

农”。要强化学习，倡导科学谋事之风；要深

入基层，倡导调研预事之风；要爱岗敬业，倡

导踏实干事之风；要以民为先，倡导为民办事

之风；要廉洁从政，倡导坦荡处事之风。

王通林最后强调，要对标年度目标任

务，切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今年以来，在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农业

农村形势总体平稳发展、持续向好，不少工

作取得了新突破。下一步，要坚决贯彻落实

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倒排时间进度，协

力克难攻坚，切实抓好组建党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农业农村领域共同富裕、粮食和生

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深化乡村集成改

革、农业农村工作本质建设等重点工作。

为期 3 天的读书会，聚焦主题、内容丰

富，安排了主题报告、集中自学、专家辅导、

专题研讨、工作座谈和交流发言等一系列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