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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日6版《念好“六字诀”，激发乡村振

兴新动能》一文作者卜赵斌应为赵斌，特此更正，并

向作者和广大读者致歉。

农村信息报编辑部

更 正

大 地 絮 语

□孙根荣

据报载，7 月 24 日，受台风“烟花”

影响，杭州富阳中焕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基地内设施农业大棚及薄膜严重

受损。接到报案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理赔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查勘定损，7 月 25 日一早，

61508元理赔款打到农户账上。笔者为

这一及时理赔的行为拍手叫好！

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制约

严重。如果灾后农户因为缺资金等因

素无法及时恢复生产，难免失去信心，

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及时的保险

理赔，就好比雪中送炭，可有效提振受

灾农户的生产信心和积极性，稳定农产

品有效供应，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此外，实施农业保险的基本原则是

重合同、守信用，实事求是。有关保险

公司只有对受损农户做到应赔尽赔、能

赔快赔，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充分

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惠民作用，才能

使农业保险和有关保险公司在广大农

户心目中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提高广大

主体参保积极性，促进此项工作良性循

环。

为及时理赔因灾受损农户叫好

7月27日，省农办、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进一步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制度，分层分类开展针

对性帮扶，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根据《方案》，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象覆盖全省低

收入农户，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继续做好低收

入农户与低保边缘户认定标准“两线合一”工作，确保

及时认定、应纳尽纳。要充分掌握低收入农户政策享

受和帮促情况，动态跟踪低收入农户生产生活现状。

运用数字化手段，开拓农户自报、帮促研判、自动报警

风险预警渠道，对低收入农户逐户赋“浙农码”，实施

“绿黄红”三色风险预警管理，让通过针对性帮扶而消

除风险的低收入农户由红码、黄码转为绿码。通过警

讯快速提交、后台及时受理、部门限时答复、农户满意

度评价闭环，做到全流程监管、全方位监测、全链条预

警处置。 蔡希师 张林

我省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

浙江省“两山”理念智库联盟近日在浙江农林大学

成立，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碳中和研究院也

同时成立。

智库联盟将聚焦“两山”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旨

在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实现联盟成员单位间

的信息共享共建、资源对接，推动开展浙江省经济社会

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更好地凝

练和推广浙江“两山”理念（生态文明）实践成果。

根据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我省将围绕数字

化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山”理念（生态文明）、社

会治理、共同富裕、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一带一路”

建设、海洋强省建设等研究领域，首批组建8个智库联

盟。 陈胜伟

省“两山”理念智库联盟成立

7月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1年上半年浙江

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今年上半年，浙

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交出了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分答卷。其中，农业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两年平均增长2.4%。尤

为引人注意的一组数据是，城乡收入倍差1.78，比上年

同期缩小0.03。 李军

今年上半年，浙江“三农”发展成绩亮眼

7 月 28 日起，厅救灾服务组、伏休

开捕检查组赴舟山开展救灾指导服务，

并对8月1日即将开捕的渔船进行现场

安全督导检查。

作为台风“烟花”首次登陆地，近一

周的持续强降雨导致舟山部分地区出

现海水倒灌、积水等情况，给当地农业

生产带来严重影响。服务组先后赴月

岙渔港、六横元山岛大型围栏养殖场、

嵊泗枸杞岛贻贝养殖海域等地查看受

灾情况。

8月1日，我省第一批作业渔船将结

束休渔，当前正值开捕前最后准备阶

段。服务组首先前往月岙渔港，现场查

看渔港受损情况，详细了解在港渔船是

否受灾、有无走锚碰撞等情况，并协同伏

休开捕检查组对部分即将开捕的渔船进

行登船检查。检查组人员对船上安全终

端设备、渔船及作业人员证书等情况进

行了一一核验，同时反复叮嘱船老大，出

海后必须严格实行编组生产、保持安全

终端设备开机等安全生产要求。

服务组充分肯定了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和渔业相关部门前期所做的抗灾

救灾工作，并叮嘱当地要加快推进保险

理赔进度，组织相关力量加强灾后指

导，切实帮助渔（农）户解决实际困难。

特别是要结合当前实际，帮助第一批即

将开捕渔船恢复生产条件。同时，要认

真做好渔船安全生产检查，严格按照

“检查一艘、合格一艘、放行一艘”的要

求，确保开捕后海上渔船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向好。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服务组在舟山

（上接第1版）

7月28日，台风“烟花”过后，在建德市杨村桥镇岭源村农业标准地建设工地，20多名工人忙着平整地块，搭建钢架大棚设

施。自去年7月以来，该镇先后对长宁、黄盛、绪塘等4个村的700多亩闲散土地进行统一流转开发，用于规模化种植草莓等经济

作物，为集体经济增收创造条件。 宁文武 摄

建标准地助增收

7 月 28 日上午，玉环市海上虾皮加工船“浙玉渔冷

66666”列装仪式在该市坎门中心渔港举行。该船总长88

米、宽16.5米、深5.2米，总吨位5070吨，是目前国内最大最

先进的虾皮加工船，1小时可加工鲜虾9吨。船内有冷藏舱，

设计温度零下25摄氏度，可一次性储存虾皮125吨。

倪建军 摄

国内最大海上虾皮加工船列装国内最大海上虾皮加工船列装

□见习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7月29日至30日，2021年

浙江农业之最梨擂台赛暨2021钟山蜜

梨节在桐庐县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17家农场、合作社和果业公司带来了各

自种植的精品梨，同台竞技，一争高下。

比赛现场，专家评委对各参赛梨的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主要指糖度）进行

现场测定，直接公布成绩。随着参赛代

表一个个上台，擂台赛排名不断发生变

化。最后，擂主武义县绿蜂蜜梨合作社

守擂成功，再次拿下一等奖。该合作社

代表王杰新说，他们种梨已有30多年，

甜度高与梨的品种和使用有机肥有关。

本次擂台赛，除了根据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高低角逐出一二三等奖外，专家

们还结合果形、整齐度、色泽、风味等指

标，评选出综合品质一二三等奖。此

外，经网络投票评选产生最佳人气奖1

名。

作为今年梨擂台赛的东道主，桐庐

县派出钟山蜜梨专业合作社参赛，一举

拿下综合品质一等奖和最佳人气奖。

钟山蜜梨因生产中大量采用有机肥，品

质优良，其主要特征是皮薄、肉脆、汁

多。

梨是浙江传统的特色优势水果，栽

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2020年，

全省梨种植面积29.5万亩，产量35.2万

吨，产值 14.5 亿元，全省各地均有梨栽

培。

大赛评委，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遗

传改良研究室主任、砂梨品种改良岗位

科学家，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施泽彬

告诉记者，受近期台风降雨影响，虽然

今年参赛的梨果糖度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总体来说，糖度都能达到要求。其

中，翠冠梨糖度基本在 12.0 以上，翠玉

梨糖度基本在 11.5 以上。在综合品质

上，今年参赛梨果的外观比去年有所提

高，尤其是翠玉梨，外观普遍端正漂亮。

今年的梨又甜又漂亮
2021年浙江农业之最梨擂台赛在桐庐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