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市长台镇红叶观光园不断加强园区游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取

景，使美丽枫林景观变成“钱袋子”。图为11月23日，来自龙游、江山等地游客在观光园欣赏红枫。 祝日耀 摄

““枫景枫景””变变““钱景钱景””

要 闻 2021年11月27日 星期六 2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管
农村信息报社主办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
举报电话：0571-86757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7
通联服务部：0571-86757198

社址：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 邮编：310020
投稿邮箱：ncxxb@126.com

印刷单位：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329号

编辑：曹丽娟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9 E-mail:dawn306@163.com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1月23日下午，省农业

农村厅与浙江大学在杭州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自觉

对标“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建立

新时代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浙江

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此次签约既是双方全面落实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的具体行动，也是奋力推动我省农业

农村现代化继续走在前列的重要抓

手。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优势互

补、共谋发展、协同创新、强农兴农”

的原则，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浙江建设创新强省的重大需求，发

挥各自优势，重点在平台打造、团队

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以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为切入点，努力将农业科技创新融入

三农工作全过程全要素，助推浙江高

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浙江大

学“双一流”建设。

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

乡村振兴示范省，聚焦乡村振兴战

略，针对性开展理论与政策研究，并

以美丽乡村为抓手，选择若干示范

点，在乡村规划设计、农村改革、产业

发展等方面进行集成创新，塑造特色

乡村品牌，合力打造浙江美丽乡村升

级版、全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展

示窗口；共同建设农业科技创新高能

级平台，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

省实验室和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

推动形成一批突破性示范性引领性

重大涉农科技创新成果，着力提升浙

江省农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共同构建

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积极推进学

科协同发展与科研协作攻关，研究农

业科技发展战略并积极谋划重大合

作项目，搭建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

共同开展高质量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与推广，打造若干高科技水平农业综

合示范基地，做强一批农业创新性领

军型企业，探索建立新型科技成果转

化与推广体系的合作机制，形成创新

链与产业链的无缝衔接；共同打造多

层次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推进创意农

业、都市农业、数字农业、工厂农业等

新业态、新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打造乡村人才培养的有效载体。

双方表示，下一步将在框架协议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机制，强化

组织协调，巩固好、维护好双方合作

关系，共同谋划战略合作规划和重点

项目，力争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创

造更多三农领域的浙江经验、浙江样

板。

共同推进浙江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省农业农村厅与浙大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记者 裘云峰

本报讯 近日，省畜牧农

机发展中心主导的规模羊场

全程机械化数字化技术配置

模式通过专家评审，为我省湖

羊产业“机器换人”提供了样

板。

为打通湖羊产业机械化

堵点难点，今年我省以湖羊

全混合日粮精准投喂和臭气

减除为突破口，在规模羊场

全程机械化数字化试验项目

中，开展羊场宜 机 化 改 造 、

机械化模式与配置集成创新、

数字化智能管控提升，研发了

全混合日粮精准投喂系统，实

现标准化配料、无缝接驳、精

准自动饲喂，填补了我省空

白；同时，集成活性水、传送带

清粪与膜发酵等适用畜牧养

殖设备和智慧农业技术，实现

了环境调控、粪污处理、消毒

防疫等机械化作业和数字化

管控，总结形成了一套符合湖

羊生活习性、规模适度，且具

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的技术

配置模式，促进湖羊产业转型

升级。

该套模式的应用，以 300

头育肥公羊饲养规模测算，每

天可节约饲料 13%，喂料时间

缩短至原来的三分之一，每月

节约用水量17%，舍内臭气、氨

气 、硫 化 氢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84.9%、75.9%、91.8%，羊粪处理

可节约人工成本 50%、羊粪年

收入预计可从 12 万元提高至

22 万元。年出栏 6000 头左右

的湖羊试验养殖场，经过全程

机械化数字化提升改造后，用

工人数从5人减少至2人，节约

人工成本60%，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明显。

规模羊场机械化数字化技术研究
获突破

□见习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记者从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平湖召开的全省

设施种植机械化技术培训班

上获悉，我省将加大设施种植

机械化推进力度，力争到2025

年，全省设施种植业机械化水

平达 50%以上，设施大棚面积

达到 200 万亩，设施栽培面积

达到500万亩。

近年来，我省设施种植

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简易

型、分散型逐步向高效化、区

域化、标准化转变，农业物联

网、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技术

在规模设施主体中的应用趋

向普及，远程监控、环境控制、

精准施肥施药等智能化技术

发展迅速。到去年底，全省设

施大棚面积达 183 万亩，设施

栽培面积达到461.6万亩，大棚

设施标准化建设进入全国第

一阵列，设施种植机械化率达

31.56%。

记者了解到，我省正大力

开展农业“双强”行动，设施种

植机械化将迎来难得的历史发

展机遇。下一步，将重点围绕

农业主导产业，分产业、分区

域、分品种、分环节，推进设施

种植农机农艺相融合、机械化

数字化相融合，引进研发一批

适用农机装备，布局打造一批

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提质一批

社会化服务中心，集成推广一

批设施和农艺标准体系，落实

强化一批服务和政策保障机

制，进一步加大技术装备供给

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覆盖，提升

种植产业规模化、设施农艺标

准化和农机适用易用性，系统

性提升设施种植机械化以及

整地、种植、收获等关键环节

机械化水平，推动设施种植机

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我省力争到2025年
设施种植业机械化水平超50%

□本报评论员

24日，2021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

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20

位候选人“出炉”亮相（相关人物事迹

见今日本报8版）。他们中既有基层

组织带头人，也有现代农业领路人，

他们扎根农村热土，在乡村耕耘梦

想，加速绘就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新时

代美丽乡村新图景。

在20位候选人中，基层组织带头

人有 12 位。他们紧紧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一步

一个脚印带领乡亲们实践着乡村振

兴从塑形到铸魂的美丽之变。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

把汗水流淌在振兴乡村一线，把对群

众的责任扛在肩头，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来老百姓的“获得指数”：有

的不断深化“两山”理念新实践，建立

“红村互助发展联盟”或者创建强村

公司，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有的

坚守多年，带领村庄成为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或者打造成拥有多张“国字

号”金名片的美丽新农村；有的用自己

的头像和名字注册商标，亲自为村庄

代言……他们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

共富带头人的风采——有担当、能吃

苦、敢奉献、办实事。他们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者，是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

者，是浙江千千万万奋战在农村第一

线的基层党组织优秀带头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让乡村发展从

“输血”转向“造血”，激发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另外8位现代农业带头人正

在为浙江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助力：

有的是年轻优秀的“农二代”或者“苗

二代”，不仅兴农业、推进智慧种养，

还带上旅游业，开启融合发展新模

式；有的用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和种植

技术选育出甜樱桃品种，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2亿多元；有的深耕渔业，打造

公益平台、孵化全产业链海上加工中

心，或者推动养殖技术创新，让百姓

的腰包越来越鼓……他们潜心研究，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成果斩获多

项省部级科研奖项，有力助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他们用科学技术改

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培优农业，

用现代经营模式提升农业，用现代发

展理念引领农业，走出了一条高效生

态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他们勤于

思，精于业，是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领跑者，是乡村振兴的追梦者，是

共同富裕的实践者。

在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

丽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大舞台上，需要更多的“领头

雁”发挥领跑作用。我们相信，在以

“金牛奖”为代表的一大批带头人的引

领下，一定会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

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浙江

发展最动人的色彩，为全国推进乡村

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更多的

浙江力量、提供更多的浙江样板。

共同富裕需要更多“领头雁”

（上接第1版）

平湖的治理实践是嘉兴

实现稻田退水“零直排”的一

个 缩 影 。 近 年 来 ，“ 浙 北 粮

仓”嘉兴市在平湖试验示范

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并

推广应用“稻田+生态沟渠+

水塘（河浜）”“稻田+生态沟

渠+生态塘”“稻田+生态沟

渠+生态缓冲带”三种治理模

式，努力削减稻田主要面源

污染物。

今年，嘉兴市又“重磅”出

台了《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

建 设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

年）》，力争到 2025 年底，完成

稻田退水“零直排”建设工程

覆盖面积60万亩以上，治理区

内稻田面源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截至

目前，该市已建成稻田退水

“零直排”示范面积3.1万亩。

省农业农村生态与能源

总站负责人表示，嘉兴推行的

以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为

基础的稻田退水“零直排”模

式，在提高水稻品质的同时，

减少污染物排放，有效实现增

产增效、减投减排和区域水环

境改善的“三赢”，已成为我省

推进“肥药两制”改革的重要

创新举措之一，为全面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推进绿色发展提

供了示范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