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蔡希师 通讯员 戚梅丽

本报讯 近日，乐清市农村宅基地仲

裁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与乐清市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合署办公，下设农村承

包地仲裁庭、农村宅基地仲裁庭，日常工作

由仲裁办承担。这是全国首个农村宅基地

仲裁委员会。

乐清市农村宅基地仲裁委员会将坚持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原则，对宅基地使用权确认、宅基地使用权

出租、宅基地担保和抵押等纠纷，依法依规

进行仲裁，促进农村宅基地分配公平，保障

农民合法权益。

下一步，该市将建立健全仲裁工作机

制、仲裁配套制度以及仲裁工作流程，化解

宅基地矛盾纠纷及探索队伍建设新方法新

模式，提高农村宅基地仲裁实效和农户满

意度，更好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

乐清成立全国首个
农村宅基地仲裁委员会

畲乡文创茶具畲乡文创茶具

景宁是全国唯一的

畲族自治县，近年来，当

地文创企业在汲取传统

畲族文化的基础上开拓

创新，先后研发包括畲族

茶艺、服饰、银饰等文创

商品，引领畲族文创市

场。其中，畲乡物语系列

中的畲蓝功夫陶瓷茶具

套装斩获 2021 中国特色

旅游商品大赛金奖。图

为 10 月 13 日，该县鹤溪

街道东弄村一畲乡民族

文创馆工作人员在展示

新创作的文创茶具。

李肃人 摄

猪价“跌跌不休”，主体如何应对？
我省部分养猪场念好“提质降本增效”六字诀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今年以来，受全国生猪产能逐

步恢复、压栏肥猪集中出栏、进口冻猪肉增加

等因素的叠加影响，生猪销售价格震荡回落，

频创“新低”。同时，饲料原料上涨、生物安全

防控投入加大、环保政策趋严等因素综合影

响，又增加了生猪的养殖成本。双向压力作

用下，一些生猪养殖主体的生存发展面临严

峻形势。如何在困境中突围？近段时间以

来，我省一些生猪养殖主体聚焦“提质降本增

效”，主动求变，积极应对。

浙江天蓬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饲料、

畜牧业生产为主导，集生物科技、畜牧研发等

于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提质降本增效，是

公司发展的迫切需要。”公司总经理王利通告

诉记者，9月10日，公司召开了“提质降本增

效”活动动员部署会，目的是最大限度调动每

位员工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通过技术

创新、细节改善、管理提升、成本管控、流程完

善等，多途径、多维度、全方位挖掘提质降本

增效空间，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通过活动

开展，力争管理费用下降10%以上，产品成本

下降5%以上，工作效率提升10%以上。

浙江欣宏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丽水市

第一家大规模采用发酵床养殖生猪的企业。

“市场形势倒逼我们不得不通过提质降本增

效来度过眼下的‘阵痛期’。”公司总经理赖建

兵告诉记者，为应对生猪行情下行压力，公司

使出了三个“实招”：第一招是择优精选能繁

母猪，淘汰繁殖性能差的母猪；第二招是提高

管理水平，选择优秀配种技术员，提高母猪断

配率，降低返情率，提升生产效率；第三招是

加强防疫，降低猪群发病率，打造高健康猪

群，进一步减少药物费用支出。

除了向管理要效益，一些养殖主体还进

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向科技要效益。

智能机器人自动巡航巡检猪舍环境、自

动打疫苗；每头猪佩戴生物智能耳标，实现从

出生到出栏全流程实时监控……在位于桐乡

市石门镇的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石湾基地

猪舍里，处处可见高科技、数字化的元素。

公司董事长沈建平表示，经生产实践和

相关统计分析，通过数字化养殖模式，平均每

头母猪年提供商品猪可从常规养殖方式的

18.5头提高到26.5头，增效达43.2%；一家年

出栏3万头的猪场，用工量可从32人下降到

10 人，省工约 70%；总用水量节省 60%，其他

各项主要指标均显著高于国内常规养殖的平

均水平。沈建平说，公司生产的“三无”（无激

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健康安全精品猪肉，

市场价格比普通猪肉平均高出 80%甚至

100%。

主体有困难，政府来帮扶。今年以来，为

切实维护生猪市场平稳运行，省农业农村厅

围绕“保重点、保先进产能、保种猪”目标综合

施策，与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6部门联

合出台了《关于稳定和扩大优势产能促进生

猪稳产稳供稳价的通知》，进一步稳定政策、

稳定预期、稳定优势产能。同时，加强监测预

警和指导服务，每天对32个县开展活猪、猪

肉价格监测，及时发布信息；每周对152个新

建猪场进行调度，通过“双百服务”加强联场

服务、跟踪指导，尽可能减少“猪周期”对我省

生猪生产的影响，不断巩固生猪增产保供成

果，做好稳产稳供稳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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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民政部公布第二批全

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共17个，三门县榜上有

名，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地方。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家庭是社会的基

础。今年4月，民政部推出第一批15个全国

婚俗改革实验区，通过创新婚育文化载体，

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

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实验时间为3年，

自2021年9月起至2024年9月止。

近年来，三门县把婚俗改革作为新时

代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出台《三

门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婚

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有序推进婚俗改革

工作。

2018 年，三门县成为我省首个婚姻文

化示范基地，有关工作先后在全国城乡社

区治理交流会、全国婚俗改革会议上作了

经验介绍。 朱曙光 包定波

三门成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浙江省唯一入选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0月11日下午，浙江省农机

装备创新研发推广联盟第一次全体成员大

会暨授牌仪式在省农科院举行。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近日，在省

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省农科院联合浙江

农机装备科研、制造、推广领域的主力军，

牵头组建了浙江省农机装备创新研发推广

联盟。联盟由省农业农村厅主管，主要任

务包括开展农机化发展研究和政策咨询、

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应用示范和产品试

验、标准规范研究与制定、高端人才引进和

人才联合培养、投资宣介与对接等。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联盟理事单位名

单、联盟章程和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联盟

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秘书长单位、

副秘书长单位。经大会选举，省农科院当

选为联盟理事长单位，浙江大学、省农业机

械研究院、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

单位为副理事长单位，省农科院农业装备

研究所为秘书长单位。

浙江省农机装备创新研发
推广联盟正式挂牌

□吕永江

日前，有媒体报道了中国传统村落嵊州

市下王镇泉岗村被激活的故事。该村把古台

门、古祠堂、古民居、老学校等闲置资源修旧

如旧地开发利用起来，办起民宿、农家乐、茶

叶博物馆等乡村新业态，高山上的千年古村

由此重现生机。

古村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

“活化石”，是乡村传统文化的根、乡愁的魂。

我省各地古村保有量较多，分布广、体量大、

种类多、价值高。在古村里，一扇扇古台门、

一座座古戏台、一口口古井、一条条老巷、一

棵棵老树，都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都是千

百年来留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保护

好、利用好，继续传承下去。

但在现实中，不少古村存在保护不到位

的问题：一些老台门因里面房屋无人居住，处

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祠堂、戏台等因年久

失管遭到损毁……与此同时，还面临乡村工

匠缺少的困境，懂得古宅古建建造、修缮手艺

的老匠人越来越少，许多工艺面临失传。老

屋、祠堂、戏台等一旦倒塌、损毁，就存在再修

建不起来的情况。

合理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我省各地有

许多古村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如

松阳县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整县全域

推进，探索出一条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群众自发参与古村保护利用的路子，平

田、杨家堂等许多古村被复兴，这里的老屋纷

纷变身为工坊、民宿、工作室，古村成为网红

村，该县还培养了30余支2000多人的乡村工

匠队伍。又如浦江县新光村将修缮后的古宅

古建对外招商，引进浦江青年创客联盟，创办

廿九间旅游创客基地和双井文创园等项目，

让沉寂多年的古村重新鲜活起来。

可见，只要政府、社会、村民齐努力，旅

游、文创、养老等多业态齐发展，就一定能找

到适用的办法，让古村持久成为“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

精神家园。
大地絮语

愿更多的古村被激活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10月12-13日，2021年全省农

业职业技能大赛暨农民技能技艺展示在金华

圆满收官。

大赛以“育‘双强’尖兵，谱共富华章”为主

题，共有参赛选手260人，设8个比赛项目，主

会场1个，分会场3个。金华作为主会场，举行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茶叶加工、茶艺、水生物

病害防治等4个赛项的省决赛。经过激烈角

逐，衢州代表队的周慧等3人获茶艺师赛项一

等奖，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王鼎南等3人获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一等奖，衢州代表队

的石春生等3人获茶叶加工（绿茶）赛项一等

奖，宁波代表队的葛明峰等3人获水生物病害

防治项目一等奖。温州市代表队、衢州市代表

队、金华市代表队获优秀组织奖。

主会场还同期举办了全省首届农民技能

技艺展示活动，全省11个地市的12名农民技

能大师代表现场展示了渔民画、米塑、草编、

青瓷等技能技艺。闭幕式上，还举行了农民

技术能手结对帮扶共同富裕签约、颁发全省

第一批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聘书、“农民讲党

史 农村看发展”大型图片展等活动。

2021年全省农业职业技能大赛暨农民技能技艺展示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