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2022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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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丹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490739666@qq.com

□本报记者 郑亚楚

这几天，位于龙游县詹家镇坑头

村的龙游王正伟家庭农场里，20多位

工人忙着采摘甜玉米、辣椒和西红

柿。“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现在每

天有5吨左右的新鲜蔬菜，从农场运

往衢州新农都市场，批发价格还不

错，一天能有 1.5 万元左右的收入。”

农场负责人王正伟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王正伟家庭农场的生

产销售并不顺畅。随着各类助农纾困

政策的落地，王正伟舒展了久久紧锁

的眉头，干劲也更足了。他告诉记者，

前不久，他申请到了县里的农业“双

强”项目，将获得200万元补贴。“我计

划建造15亩智能大棚，大棚的水肥灌

溉全部实现自动化，温度、湿度、土壤

pH值能够实时监测，还要引进育苗机

等机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拎稳“菜篮子”，稳价保民生。“今

年，龙游县聚焦‘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目标，加强以叶菜生产为重点的保

障型蔬菜基地建设，全力抓好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全县现有蔬菜及食

用菌种植面积 3.6 万亩，同比增长

4.3%。”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劳志

平说。

今年，龙游县计划建设4个保障

型蔬菜基地，每亩给予1000元补助标

准，对新引进的蔬菜种植农业企业土

地流转租金实行“三免二减半”政策，

以提升蔬菜自给能力和对外供给能

力。同时，积极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

用，引进总投资 2.1 亿元的龙和蔬菜

产业园项目，种植广东菜心、有机花

菜等10多个蔬菜品种，可年产蔬菜量

近4300吨；打造总投资5亿元的国际

花菇共富产业园项目，建设58个高科

技智慧大棚，年花菇生产能力可达

4600多吨。

龙游县今年还安排了300余亩建

设用地，投入15亿元打造龙游农产品

加工园区，重点推进杭北悯农蔬菜冷

链、龙和生态农业冷链、宏泰食品冷

链等冷链设施项目建设，构建涵盖多

领域的冷链服务体系，补齐“菜篮子”

供应冷链短板，错开蔬菜销售高峰，

拉长销售期。

产得出，更要销得稳。龙游县积

极畅通购销渠道，探索推进社区支持

农业模式，推动龙游县百益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和龙游县奔康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共享平

台。目前，平台已经吸纳了首批10家

企业入驻，构建起月销售额2000余万

元的产业联盟。当地还计划在杭州、

宁波、温州等地的100 余个城市社区

开展蔬菜团购服务，实现农产品出村

进城直达餐桌，更好地鼓起菜农的

“钱袋子”。

稳进提质助农纾困攻坚行动 ②

龙游：拎稳“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见习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6 月 22 日，记者

从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了

解到，今年以来，基金会按照

“精准扶持”要求，资助79个创

新农作制度试验示范项目、7

个省农技推广平台项目和 14

个省市共建农技推广平台项

目，持续推动农作制度创新。

目前，已下拨资助资金 695 万

元。

省农技推广基金会成立于

1995年，是一家由企业家出资、

专业资助基层农技推广事业发

展的民办公益性为农服务基金

会。近年来，该基金会坚持“扶

小、扶新、扶优、扶农民”的宗

旨，推动民办农技推广平台成

为我省农技推广的一支重要力

量。据不完全统计，到2021年

底，各级民办农技推广平台共

接受研修生、实习生达2243人

次，开展各类短期技术培训12

万余人次，每年实施农作制度

创新项目10万余亩，资助项目

亩均产值超1万元，粮经结合、

种养结合等一大批生态高效新

型农作制度模式得到了试验示

范和推广。

省农技推广基金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基金会

将精心组织项目实施，扎实推

进工作创新，抓早抓实2022年

度创新农作制度试验示范项

目和民办农技推广平台项目，

充分发挥基金会的跨界融合

优势，加强与涉农部门和科研

院校的沟通合作，增强基金会

助农扶农能力。

省农技推广基金会精准推动农作制度创新

今年已下拨资助资金695万元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引导支持农业龙头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到2025年，全省培育农业

龙头企业8000家，建设200个以上省

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打造100 条单

条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

《意见》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龙头

企业，要聚焦农业“双强”、乡村建设、

农民共富三大跑道，以农产品保供和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重点推

进建设规模化种养业基地、深化拓展

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活力、强化数字化引领、打通补强新型

商贸流通、创新打造知名品牌、加快构

建全产业链格局、开拓国内外中高端

市场等八方面重点任务，着力培育一

批创新能力强、市场拓展力强、综合实

力强、带动作用强的农业龙头企业，打

造一批产业链条全、质量效益好、与农

民利益联结紧的农业全产业链。

《意见》从财政支持、税收优惠、

用地保障、人才支撑、金融支持等五

方面，精准创设政策，加大对农业龙

头企业的扶持和保障力度。支持各

地对农产品加工类龙头企业在亩均

效益综合评价中，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相区别，实行单列评价或设置加分

项，在类别认定中通过提档升级等给

予倾斜。对山区26县农业加工业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强度、亩均增

加值、亩均税收指标按 0.7 修正系数

下调立项标准；在财政支持方面，探

索建立政策激励机制，大力支持农业

龙头企业开展加工技改、优良品种繁

育、新产品开发等；在税费优惠方面，

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农业龙头

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在用地保障方面，对符合条件的

农业项目用地和农产品初加工项目

用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

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

行；在金融支持方面，加大农业龙头

企业贷款投放力度，实现农业龙头企

业贷款增速不低于涉农贷款增速。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意见》重点对农业龙头企业在新业

态拓展、全产业链打造、科技创新和

数字化引领、政策性保障等方面予以

强化，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全产业链补

强和联农带农机制建设，推进农业全

产业链“百链千亿”行动，培育壮大

“链主”企业，推进产业深度融合，组

建产业化联合体，持续提升农业龙头

企业规模实力、联农带农能力、品牌

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壮大我

省农业龙头企业矩阵。

明确培育重点 加大扶持力度

十四五末，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要达8000家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6 月 13 日，省农

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

《浙江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试行。

与 2019 年出台的《浙江省拖

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报废更新

管理办法》相比，新《办法》进

一步拓宽了农机报废更新种

类范围，新增了水稻插秧机、

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

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

粮食烘干机、烘干机热风炉、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等 8 大品

目。

截至2021年底，全省主要

农 业 机 械 总 数 达 249 万 台

（套）。“到达报废使用年限的

机械，存在技术状况差、作业

效率低、安全隐患多等问题，

这次报废更新品目范围的扩

大，有利于推动我省老旧农机

报废更新，提升农机作业效

率，更好地保障农机安全生

产。”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与

数字化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在中央现有的报废更新补

贴政策基础上，还创新制定了

粮食烘干机、热风炉和履带自

走式旋耕机这三类农业机械

的省级农机报废补偿政策，预

计明年正式实施。

《办法》明确了各类农业

机械的使用年限，凡我省行政

区域内注册登记的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业机械，

鼓励机主及时报废更新老旧、

能耗高的机具，并根据相关规

定给予中央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或省级高耗能农机报废补

偿，例如水稻插秧机最高可补

贴9000元，机动喷雾（粉）机最

高可补贴 7500 元。《办法》指

出，对达到报废规定仍旧上道

路行驶拖拉机将依法实行强

制报废。

新增8大品目 拓宽报废范围

农机报废更新有了新办法

□本报记者 金国栋

本报讯 6 月 20 日，省派

龙泉市结对帮促团组临时党

支部（驻村工作组之家）在龙

泉成立，在全省26个帮促团组

中，这是首个成立的临时党支

部。

今年5月，省委组织部、省

乡村振兴局下发通知，要求在

省派结对帮促团组中建立临

时党支部，进一步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深化结对帮促工作，

加快推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

展。省农业农村厅结对帮促

龙泉团组第一时间响应，积极

筹备组建临时党支部，省派龙

泉市结对帮促团组临时党支

部于6月20日获中共龙泉市委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批准。

帮促团组临时党支部把

省驻村第一书记、农村工作指

导员和驻村工作组常驻人员

中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纳

入其中，负责组织开展政治学

习，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党

员，协调帮促团组成员及常驻

人员推进帮促工作，加强与县

级部门沟通联系，以党建为纽

带，推动资源共享、力量统筹、

赛马比拼，落实各项帮促任

务。临时党支部每年向团组

长单位党委（党组）、结对县党

委报告帮扶工作情况。

全省首个结对帮促团组
临时党支部在龙泉成立

6月21日，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老虎洞村四合晶津共富葡萄基地内首批葡萄成熟，喜获丰收。近年来，李家巷镇采

用“合作社+低收入农户+技术指导”的产业帮扶模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许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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