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0日，在建德市航头镇隆泰园艺场的设施大棚里，农技员正查看移动苗床上的芹菜秧苗生长情况。今年，该园

艺场对大棚内的设施进行了提升改造，实现对温度、湿度、肥力等要素的全自动集约化智能管理，有效缩短育苗周期，提

高成活率。 宁文武 摄

智能化育秧苗智能化育秧苗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8月25日上午，省农业

农村厅召开全省秋粮生产和晚稻重

大病虫害防控工作视频会。会议强

调，秋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是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目标的关键。各

地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提前谋划，

周密部署，认真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全力以赴打赢秋粮生产和晚稻重

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确保实现全面

粮食丰收的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今年我省粮食生产整

体形势较好，春粮丰收到手，秋粮生

产开局良好。但受自然灾害和病虫

害影响，目前我省秋粮生产还面临许

多不确定性，“虫口夺粮”的任务依然

艰巨。

会议要求，要全力抓好秋粮生

产。稳定扩大秋粮面积，树立“水稻

不足旱粮补”的理念，充分利用好抛

荒和耕地“非粮化”整治出来的土地，

扩种秋玉米、秋大豆等秋季旱杂粮。

抓好秋粮作物田间管理，落实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人包片指导督促粮食生

产工作制度，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

户。要加强灾害性天气分析研判，提

早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减少灾害

损失。

要全面打赢晚稻重大病虫防控

攻坚战。要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确

保农资店、行政村、种植大户和服务

组织病虫情报全覆盖，打通情报传递

“最后一公里”。要做到科学指导防

控，重点防控“两迁”害虫、流行性病

害，抓住 8 月下旬和 9 月中下旬两个

防治关键时期，减量增效科学用药，

确保重大病虫重发区防治处置率

100%。要做好应急预案，落实省市县

三级农药应急储备制度，摸清农资市

场农药供应和服务组织装备运转情

况，确保有药可用、有械能用。要推

进统防统治，摸清家底，培育服务队

伍，引导农户主动接受专业化防治服

务。

要抓好重大植物疫情防控，重点

做好红火蚁防控工作。入侵生物红

火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生产

的大敌。各地要进一步牢固树立疫

情风险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属地责

任，切实强化部门协作，坚守确保疫

情不发生大面积扩散蔓延、不发生恶

性伤人和农田大面积弃耕的工作底

线。要落实属地责任，发现一个、根

除一个、销号一个，实行清单式闭环

防控管理；强化监测防控，对红火蚁

高风险易发区域进行全面普查，新发

疫情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在最短时间

内降低传播扩散风险；强化源头阻

截，加强对疫情发生地调入带土植物

和产品的植物检疫证书的查验；提升

防控能力，加强红火蚁识别、防控、救

治等技术宣传培训。

要扎实推进耕地“非粮化”整

治。进一步摸清底数，积极稳妥推进

清理腾退，坚持“先易后难、分类施

策”的原则，实行“一区一策”，坚决遏

制增量，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新增的

“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做到发现一

起、整治一起、查处一起。要有序开

展调整补划，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集中连片、局部调整原则，严格控

制粮食生产功能区调整补划。要加

大宣传引导，创新工作举措，防止工

作简单化和“一刀切”，保护农户合法

利益。

会议还对冬种生产和明年粮食

生产谋划进行了部署。

全省秋粮生产和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会议强调

全力以赴打赢秋粮生产和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

11个品牌示范基地带动农户200余户
开化供销社“一条龙”服务助力农户增收

本报讯 “多亏县农合公司的帮

助。”8月20日，开化县三友生态速生

林场负责人朱友敢相告，该林场生产

的1万多公斤甜玉米，近日在县农合

实业有限公司的帮助下，一周内全部

卖完，收入6万余元。

“原来有地想种但又不敢种，怕

种出来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今年加入

了钱江源品牌示范基地，由县农合公

司负责销售，我就来劲了。”朱友敢介

绍，基地主要种植苦瓜、茄子、辣椒、

甜玉米等，预计今年可增收80万元。

这并非个例。开化县桐村镇王

畈村村民苏良刚在县供销社的帮助

下，流转土地种植水果莲40亩，目前

销售额已有30万元，预计全年可增收

40万元。“县供销社的同志经常来了

解生产情况，提供技术指导，并赠送

肥料，还帮助销售。”苏良刚高兴地

说。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需要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开化县供销社

主任方卫东说，一些农民有劲不敢

使，因为担心种出来的产品卖不出

去。为了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今年以来，该供销社发挥职能优势，

以基地带动农户的模式，在全县建立

了11个钱江源品牌示范基地，农民负

责生产，公司负责销售，实行产供销

“一条龙”服务。

为拓宽销售渠道，开化县供销社

着力打造了钱江源农副产品展示体验

馆、品牌馆及文创馆，展示产品涵盖开

化龙顶茶、山茶油、清水鱼等开化特色

农产品及文创产品380余种。同时，

利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线

上销售。此外，还建立了衢州市首个

农产品溯源体系，系统展示开化清水

鱼、山茶油、龙顶茶等300余种优质农

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线上扫码

下单，线下直接购买。

据了解，11个钱江源品牌示范基

地，面积2000余亩，其中种植绿叶蔬

菜414亩、芦笋200亩、小香薯200亩、

蓝莓 214 亩，养殖清水鱼 28 万公斤、

土鸡3万只等，预计年产值3000余万

元，带动农户200余户。

方争游 汪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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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8 月 24 日，省农

业农村厅印发《关于严厉打击

破坏渔业资源和危及渔船安全

生产行为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通告》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通告》明确，根据《渔业

法》《刑法》《渔业船员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我省将对以

下 8 种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这 8 种行为包括：外省籍

渔船非法越界在我省管辖水域

作业；违反伏休规定；渔业捕捞

辅助船未取得专项（特许）捕捞

许可证擅自从事捕捞辅助；擅

自拆卸、关闭安全通导设备（包

括 VHF16 频道）、篡改 MMSI

（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码）；

未按规定配备主要职务船员、

船员未持证上岗、违章搭客；擅

自改为单锚张纲张网（帆张

网）、拖网及钓具从事其它作业

类型（方式）；随船携带、使用电

脉冲等禁用渔具；其他渔业违

法违规行为。

《通告》鼓励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对上述行为进行举报，

经查证属实的，视情奖励人民

币5000至10万元。举报电话：

967201。举报地址：浙江省海

洋与渔业执法总队（杭州市西

湖区天目山路102号）。

我省严厉打击8种涉渔非法行为
举报者奖励5000至10万元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江

山市峡口镇王村村优质特色甜

柿示范基地看到，漫山的柿子

树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青果，

村民们忙着套果除草。“2019年

基地柿子树刚挂果时，产量才

1.5 万公斤，2020 年增至 6.5 万

公斤，今年有望突破 10 万公

斤。按目前每公斤 60 元的市

场价，产值可达 600 万元。”望

着硕果累累的柿子树，基地负

责人江平高兴地说。

植绿成金。发展经济林回

报快、效益高。近年来，江山市

林业部门以“一村一品、一品一

优”为目标，根据经济林生产发

展趋势，引导和培育规模化、标

准化经济林生产经营大户，在

峡口、长台、张村、塘源口等乡

镇引导规模种植太秋甜柿、“长

林”系列良种油茶、薄壳山核

桃、樱桃、香榧、美国亚热带苹

果等特色经济林3万多亩。

在强化林技服务的同时，

江山市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对

零星发展的“长林”系列油茶，

每亩补助 300 元；符合百万亩

国土绿化项目的油茶基地，每

亩补助 800 元；列入省木本油

料发展项目的油茶规模种植基

地，每亩补助1000元。列入珍

贵树种发展项目的薄壳山核桃

林，按照每亩1200元、分3年补

助。太秋甜柿、良种香榧等特

色经济树种还可向上争取中

央、省财政扶持项目，给予全额

资金补助。在一系列扶持政策

的激励下，全市众多家庭农场、

专业户开发种植经济林，形成

了一批特色种植示范园，实现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增

长”。 祝日耀 危岳 柴茂林

科技助力 政策引导

江山特色经济林成“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8月27日，“快手

电商·浙江共富”直播基地在省

农业科创园揭牌成立。活动由

浙江共富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快手电商直播平台和省农

业科创园联合举办。直播基地

将依托省农业科创园的平台、

人才、品牌和科技创新等资源

优势，携手快手电商平台，与

“浙江共富”为代表的园区企业

合作，开展农村直播从业人员

技能培训、农产品直播营销、智

慧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激发

农业电商“双创”新活力，提供

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三农”致

富经验。

揭牌仪式后，举行了首场

长达4小时的茶叶直播带货活

动，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

王岳飞化身“主播”，给广大网

友介绍各种茶的知识，掀起了

一阵“抢茶风暴”。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三分之一国人有喝茶习惯。通

过电商这种销售模式，可以让

更多中国人喝上好茶，也能让

更多的好茶通过直播这种直观

的方式，被更多人看见和认可，

帮助茶农打开更多销售渠道，

更好促进增收致富。”王岳飞告

诉记者。

“世界茶乡看浙江。寥寥

无几的主播与浙江丰富的茶

叶资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

此我们可以想象浙江茶叶的

电商市场空间有多大。”快手

电商直播平台总部代表代晓

东表示。

省农业科创园成立
“快手电商·浙江共富”直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