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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0 月 13 日

下午，为期 4 天的全省乡

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专题

研修班在省委党校顺利

结业。

此次专题研修班由

省委组织部、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

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

兴局、省委党校（浙江行

政学院）共同举办。研修

班聚焦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顶层设计，教学内容既

紧跟前沿理论热点，又紧

贴基层实际，及时回应了

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共同

富 裕 中 的 一 些 热 点 问

题。研修班还打破常规

单一现场办班模式，采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除

了省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各设区市和山区 26 县党

委或政府分管农业农村

工作负责人在省委党校

参加现场教学外，还在省

农业农村厅和全省各市、

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设 立 104 个 线 上 课 堂 ，

3000 多名“编外学员”同

步参加线上学习。

在 4 天时间里，来自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乡村振兴研究院、农业农

村发展学院，中国农科

院，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

和知名专家，为学员们带

来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

富裕、发达国家推进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做法、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

支撑、农业农村数字化改

革等专题讲座。

此次研修班整体呈

现出层次高、站位高，理论新、观点新，学风好、氛围

好，规模大、收获大等4方面特点，举办方希望全体

学员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好、转化好、实践好，真正做

到学以致用、学以促干、用学相长，以实际行动为浙

江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添砖加瓦。今后

要更加注重三个方面：一要更加注重理念转变，完

整、正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把在长期的“三农”工作中形成的、经过实践

检验的“坚持高位推动、上下联动，坚持稳扎稳打、

久久为功，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农民主

体、政府引导”等重要工作原则贯彻好、落实好；二

要更加注重城乡融合，重点围绕县域融合、深化改

革、“两进两回”等方面，找准突破口，在推进城乡居

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

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

展融合化等方面积极探索，进一步畅通城乡循环，

率先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三要更加注重凝聚合力，进

一步理顺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局之

间的关系，强化党委农办建设，推动机构改革的“物

理变化”向“化学反应”转变，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

工作合力。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落到实处，

推动资源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农业农村

倾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批复同意

我省开展渔业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明确支

持我省在海洋捕捞投入要素管理、渔获物

总量限额管理和渔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

开展综合管理改革。

浙江是海洋渔业大省，拥有在册国内

海洋捕捞渔船 1.6 万艘，占全国总数的

13%。近年来，我省相继开展海洋渔业可

持续发展、绿色渔业试验基地、渔船渔港精

密智控建设等国家级改革试点，在海洋渔

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积累了

一定经验。

为加速破解制约渔业安全生产和资

源保护的瓶颈障碍，加快渔业高质量发

展，我省研究制定了《浙江省渔业综合管

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旨在通过渔船许

可管理、船员持证管理等举措，进一步规

范海洋捕捞投入要素管控、提升渔船本

质安全水平。同时，将开展渔获物定港

上岸、沿岸渔场管理改革等试点，探索建

立限额捕捞制度，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

展，力争到 2025 年底，全面建立老旧渔船

报废制度，基本消除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基本实现渔获物定港上岸可追溯管理，

全面促进渔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下一步，

我省将以国家渔业综合管理改革试点为

抓手，充分运用全省数字化改革成果，进

一步细化完善试点方案，狠抓渔业职务

船员资质取得、渔船管理、海洋渔业资源

养护等具体改革事项落地见效，推动渔

业安全生产和渔业资源保护制度重塑、

手段创新，努力在渔业管理体制改革、政

策供给、法治保障等方面为全国海洋渔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浙江经验和模

式。

又一国家级涉农改革试点落户浙江
农业农村部批复同意我省开展渔业综合管理改革试点

连日来，武义民

生大篷车志愿者翻

山越岭前往该县相

关村慰问 40 位健在

的百岁老人，送上志

愿者拍摄的幸福照，

并为老人理发 、洗

头、剪指甲。图为10

月 11 日，志愿者在

该县白洋街道沈宅

村给 101 岁的金舍

凤（中）老人送上幸

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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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秋收冬种是全年农业生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当年粮食产量，

更直接关系到来年农业发展全局。10 月

11 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切实抓好

2021 年秋收冬种工作的通知》，就今年的

秋收冬种有关事项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各地要把秋收冬种作为

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大事要事，按照稳产

能、提质量、优结构、转方式的要求，切实加

强对秋收冬种生产的组织领导，做到工作

早谋划、思想早发动、政策早出台、措施早

落实。要全力组织成熟作物收获，确保应

收尽收。特别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利用

晴好天气组织好晚稻抢收快收。要充分发

挥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

加快机收和烘干进度，提高机械作业质量，

减少生产过程损失。对尚未成熟的晚稻，

要切实抓好后期田间管理，力争促早熟、防

早衰、多增产。

要根据当地冬季温光条件和产业优

势，挖掘冬季农业发展潜力，坚持宜粮则

粮、宜油则油、宜菜则菜，努力扩大冬种播

种面积。要突出粮食生产功能区主平台

地位，扩大功能区内小麦、油菜、鲜食蚕

（豌）豆、马铃薯等粮油作物种植，提高粮

食复种指数。要充分利用耕地“非粮化”

整治后的田块发展冬种生产，坚决防止闲

置抛荒。要充分利用“三园”地套种旱粮、

蔬菜等作物，积极引导冬闲田种植绿肥，

努力实现“绿色过冬”。要大力发展冬季

设施农业，提升冬种粮油作物规模化生产

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要深入实施农业

“双强”行动，坚持优质化高效化绿色化导

向，大力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

术模式，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深入开展冬

季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活动，集成

推广应用一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要

大力推广稻茬免耕栽培、马铃薯稻草覆盖

栽培等省工节本技术，油菜秋发冬壮栽

培、超稀植栽培、油苔两用等高产高效技

术，蔬菜高效设施栽培、节水灌溉、精准施

肥、多层覆盖保温等节本增效技术，因地

制宜推广粮经结合、水旱轮作、综合种养

等新型农作制度，确保冬种作物稳产增

效。要大力推进“肥药两制”改革，大力推

进数字化生产，积极推广应用秸秆还田

机、精量播种机、蔬菜移栽机、智能施肥机

等先进适用农业机械，降低劳动成本，提

升冬种生产效益。

要紧抓我省冬季降雨少、土壤干燥、劳

动力相对充裕的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开展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同时，要结合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启动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着力打造一

批设施齐全、土壤肥沃、科技先进、高产高

效、绿色生态的高质量高标准农田样板

区。要构建落实高标准农田和粮食生产功

能区常态长效管护机制，为稳定粮食生产、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通知》强调，各地要深入开展“三联三

送三落实”活动，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和生产

一线，面对面开展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有

效解决生产实际困难。及时全面调研了解

今年冬种生产计划以及明年种植意向，提

前谋划明年粮食生产工作。要进一步完善

粮食生产扶持政策措施，着力于降成本、增

效益、强激励，推动粮食生产降本增效，进

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强化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先进适用技术推

广应用，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生产

经营机制，提高农民种粮能力和生产水平，

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收好管好今年 谋好抓好明年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2021年秋收冬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