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1 日，在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

镇莫家栅村，村民

们正在晾晒粉丝。

莫家栅村生产粉丝

已有近百年历史，

粉丝产业是该村村

民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全村有近百

户村民加工粉丝和

粉皮，年产粉丝粉

皮500多吨，产品通

过各大商超和网络

平 台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邓德华 摄

粉丝产业粉丝产业
助农增收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2 月 24 日

上午，2021浙江网上农博

会开幕式在杭州举行。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

林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胡行正，

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党

委书记关欣等领导出席。

此次开幕式主会场

设在省农业农村厅，全省

各市、县（市、区）农业农

村局（渔业主管局）设分

会场。开幕式上播放了

浙江网上农博会推介宣

传视频，推介了淳安、文

成、开化、遂昌等地的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特

色农产品，采购商代表及

社区联动平台负责人作

了发言。

王通林在讲话中指

出，今年是我省第 22 年

举办农博会，此次农博会

首次通过全线上方式开

展，这既是我省农业农村

部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的应变之举，更是在数

字化改革浪潮中的主动

求变之举。全省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真正把办

展责任担起来，搞好服

务、严把质量，把展会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网上农博”各大平台

要加强合作，发挥优势，为参展主体促销量、拓市

场、扩影响；广大农业主体要珍惜机会、诚信经

营，真正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把金字招牌立起

来；广大采购商要瞄准商机、精准发力，签下订

单，争取满载而归；厅有关部门要加强与新闻媒

体的沟通合作，真诚邀请媒体参与展会报道，挖

掘亮点，把“浙字号”农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记者从开幕式上获悉，今年网上农博会为期

7天，以“强农惠民、共享共富”为主题，以“网上

农博”平台为主平台，以“三千三百”系列活动为

主要内容（即千家企业展销、千名客商洽谈、千个

社区联动、百场农创集市、百场宣传推介、百万红

包惠民），将创下覆盖最广、主体最多、活动最多、

优惠最多、联动平台最多等多项历年之最：共有

来自全省11个市、90个县（市、区）的2700多家农

业主体参展；其间将开展50多场品牌农产品推

介活动、400多场直播活动，还将精选50余款历

届农博会上广受好评的优质农产品，集中发起社

区团购活动，覆盖杭城1300多个社区；首次采用

“1+N”形式，联动银联云闪付、浙江联通、新浪微

博、翼支付等平台共同举办，任一平台均可点击

进入2021浙江网上农博会；还将有政府消费券、

商家让利券、平台优惠券、支付满减券、联通大礼

包等多重优惠，累计优惠额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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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农业御寒防冻莫放松

年终特稿

农业“双强”行动计划出炉
浙江绘就农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路线图”

>>4

近千品种田间争艳
25个良种获推荐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实

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大力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我省将围绕争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先行省目标，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通过全面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大力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一年大突破、三年大跨越、五年创一

流”目标，把浙江打造成为农业高质高效、

农民持续增收的农业现代化省域样本。

《行动计划》明确了 11 个方面的具体

目标：到 2025 年，我省农业劳动生产率达

到6.5万元/人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4.4 万元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 71%，新增重大农业科技标志性

成果 100 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00

家，每千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基层农技推

广服务人员 4 名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84%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91%以上；农业（除海洋捕

捞、林业外）亩均产出率达到 1 万元/亩以

上；土地规模经营比例达到 68%左右，100

亩以上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

60%。

《行动计划》围绕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政策支持和保障等三方面，提出了22项具

体工作举措，绘制了农业“双强”行动“路线

图”。在实施科技强农行动方面，重点是：

加大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大种子核心技

术攻关、大力实施优地增粮、全面促进农业

优品提升、推进农业绿色化生产、加快发展

智慧农业、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积极培育适应科技创新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创新。在实

施机械强农行动方面，重点是：建立先进适

用农机具需求清单、加快补齐重点领域农

机研制使用短板、分产业推广先进机械装

备、培育壮大先进适用农机具产业集群、深

化农机农艺融合、加大基础设施宜机化改

造、做大做强农机综合社会化服务。在政

策支持和保障方面，提出要优化提升农业

“两区”、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地”改革、切实

强化人才支撑、有效保障用地需求、实施畅

通金融服务“三农”工程、加大财政税收政

策支持。

为有效保障农业“双强”行动开展，《行

动计划》明确，建立与用地指标、涉农资金

安排“双挂钩”的“赛马”激励机制。其中，

省级安排1000亩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奖励

年度考评前列的县（市、区）。省级涉农资

金切出一定比例，优先支持年度考评前列

的县（市、区）和重点突破试点项目。

□见习记者 郑铭明

眼下，秋粮已经归仓。杭州市临安区

於潜镇光明农场喜获丰收，经过高标准农

田建设，这里的 700 余亩稻田实现了机械

化种植，水稻亩产650公斤左右，总产量超

45万公斤。

临近岁末，我省粮食生产再传捷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省

粮食生产呈现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

产量“三增”局面，粮食播种面积达 1510.1

万亩、总产量124.18亿斤，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目标任务。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种子和耕地。

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坚决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粮食生产的决策部署，紧紧

围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责任落实，加

大政策供给，创新工作机制，坚决守住管好

“浙江粮仓”。按照“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

置存量、严格治理抛荒”整体要求，会同省

自然资源厅研究制定《关于抓好粮食生产

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的通知》《关于严格制

止耕地抛荒的通知》等配套文件，构建“1+

3”政策体系。坚持积极稳妥、分类指导、依

法依规、属地管理的原则，不断强化耕地用

途管制，推进整治优化，将有限的耕地资源

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稳定在 1500 万亩和

120亿斤以上。

耕地整治成效显见。在传统产粮县

江山，当地遵循“有序退出”“严防新增”原

则，逐步恢复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区块的

粮食生产属性。义乌根据“先易后难、分

类推进”等原则，按照流转期限、经济价

值、经营状况等因素，分类施策，逐一制订

整治方案。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已完成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非 粮 化 ”整 治 优 化

111.34 万亩、抛荒耕地复耕复种 48.43 万

亩，为粮食生产发展腾出空间。同时，以

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子场景为

突破口，开发建设“浙农田”应用场景，将

农田纳入“一张图”管理，推动实现农田

“建、管、用”全链条监管。

耕地整治的目的在于后续利用。我

省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抛荒耕地综

合利用的通知》《关于大力推进粮食生产

降本增效的通知》等文件，推动整治后耕

地恢复农业生产，优先在整治后地块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完善“田、水、

路、林、电”等基础配套设施。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90.6 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农田14.9万亩，超额完成年

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

（下转第2版）

“浙”里粮食更安全
——回眸浙江农业农村稳粮保供工作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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