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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国栋

本报讯 7月28日，记者从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保持稳中

有进的良好态势，运行情况好于预期。经

统计部门核定，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987亿元，同比增长3.4%。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截至6月末，春

粮总产量73.1万吨，增长11.9%；蔬菜种植

面积为 517 万亩，增长 1.0%；生猪存栏

620.88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66.68 万

头，累计出栏416.67万头，分别增长5.8%、

8.7%、17.7%；淡水养殖水产品产量52.7万

吨，增长1.9%。

农民农村收入保持增长势头。村集

体经济收入较快提升，上半年总收入达

359.12 亿元、增长 9.4%，总收入 20 万元且

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71.5%，

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32.4%；

农民收入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39 元、增长 6.3%，快

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2.3 个百分

点；低收入农户收入加快提升，上半年全

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9382 元、

增长 13.5%，快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7.2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4，比上年同

期缩小0.04。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全面落实省政府

38条稳增长政策，出台助农纾困增产保供

20条举措，大力推进稳进提质助农攻坚行

动，全面释放各项政策红利。同时，全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农业“双强”重点突破试点

等农业农村底盘项目建设，深入实施强村

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健全强村公司、“飞地”

抱团、“片区组团”机制，不断推动农村农民

持续增收，为全省经济稳进提质发挥了“三

农”压舱石作用。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987亿元
同比增长3.4%

7 月 29 日，在

长兴县煤山镇访贤

村，当地非遗（刺

绣）传承人和村民

一起绣鸳鸯、“缘”

字等刺绣活动，迎

接传统七夕节。

许旭 摄

传统刺绣传统刺绣
迎七夕迎七夕

浙江省农产品产销协会经会员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债

务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清算组电话：0571-86757776。

浙江省农产品产销协会

2022年7月30日

公 告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7月26日下午，全省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推进视频会暨浙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共

同富裕联合体会议在杭州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势头良好，扩大有效投

资的现实基础和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5 月份以来，国务院出台稳住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明确要求加大金融机构对

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我

省农业农村系统积极利用扩大基础设施建

设的契机，聚焦重点、创新模式，充分运用

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和政策性银行信

贷额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重大

项目建设。截至6月底，全省农业农村重

大项目累计完成年度投资 226 亿元、完成

率60.24%，新建项目开工率95.4%。

会议指出，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抓住本轮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投资契机，把握政策要点，聚焦

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推进重

大创新，着力引导各类金融机构特别是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确保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能落地、有

突破；要运用数字化手段，供需两侧同向

发力，建立承贷主体需求清单、金融机构

服务结果清单，推动金融机构惠农贷款服

务和农业农村融资需求有效衔接，让金融

机构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涉农金融产

品和服务，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农业项

目融资难的问题；要建立健全协同共推机

制，加快充实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库，强化

金融服务调度监测，加强跟踪问效，确保

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细落地，进一步稳住

“三农”基本盘，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两个先行”夯实“三农”

发展基石。

聚焦重点 用好政策

我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势头良好

本报讯 到7月25日，三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

司与 114 户种粮大户签订了早稻谷收购订单合

同。今年该县早稻种植面积26564.6亩，比去年增

加2948.8亩；早稻谷订单总量10625.84吨，比去年

增加1179.34吨，均创2000年以来新高。

据了解，今年，该县早稻谷收购实行应收尽

收。凡是与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签订早稻谷收购

订单合同的，中等早稻谷每50公斤128元，比去年

提高3元，政府再给予每50公斤30元的奖励。

为方便种粮大户售粮，7月15日和25日，该公

司在六敖、黄金坦粮食储备库分别设立服务点，组

织50多名人员，采取预约和上门的方式，与种粮大

户签订早稻谷收购订单合同。

三门县健跳镇岙口村种粮大户陈来旺种植水

稻已有10多年，今年他种了2528.3亩早稻，获得大

丰收。他说：“国家对粮食生产越来越重视，补贴

每年提高，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种粮的积极性。现

在尽管市场上的粮价要高一点，但我也要把种植

的稻谷卖给国家。” 朱曙光 杨华君

本报讯 连日来，浙江各地高温持续、

天气炎热。浙江农林大学的专家教授们带

着团队成员和各年级学生，分赴全省山区

26 县，开展科技服务，以实际行动助力山

区26县乡村全面振兴。

在开化县马金镇高合村，浙江农林大

学科技特派员蔡碧凡副教授带着几名研究

生和本科生，从帮助当地开展村道景观提

升、美丽庭院打造等入手，结合村庄产业发

展优势以及村民意愿，帮助制定乡村旅游

产业规划。

在淳安县枫树岭镇“大下姜”区域，浙

江农林大学的徐凯、刘兴泉、赵阿勇等科技

特派员，先后前往下姜村、大桥头村和源塘

村等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香榧、小香薯等种

植基地面临的技术难题，并结合自身专业

优势进行现场指导。专家们提醒农户要及

时抗旱防灾、提升灌溉效率，做好病虫害防

治，科学合理施肥等。

在衢州市柯城区、常山县等地，浙江农

林大学蔬菜学科郁有健博士等带队的科技

服务团，走进农业生产基地，调研了解当地

园艺产业发展现状、共富果园建设经验等，

与家庭农场主、新农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代

表等进行面对面交流，提出切实可行的意

见和建议。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暑假，该校共派出

100支服务团队、3000名师生，赴山区26县

开展技术指导、科技培训、政策讲解等服

务。 陈胜伟 向姝玥

假期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浙江农林大学师生科技助力山区26县乡村振兴

本报讯 自 8 月 1 日 12 时起，单船桁杆拖虾

类、笼壶类、刺网和围网类渔船以及部分渔业辅助

船将解禁出海。连日来，玉环、象山等地沿海渔民

抓紧整理网具，渔业管理部门一边组织船员培训，

一边开展开捕前检查，确保符合要求的渔船按时、

安全开捕。

在玉环市灵门渔港，渔民们正在渔船上抓紧

时间整理网具，为8月1日中午12时开渔作准备。

据玉环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统计，该市第一

批有309艘注册渔船（包括37艘辅助船）将结束为

期3个月的休渔期，奔赴东海生产作业。

在象山县石浦镇一冷码头，执法人员登船对

流网作业渔船进行检查，要求船东逐一整改存在

问题后，方能出海生产，叮嘱渔民要做好海上防疫

工作，避免与疫情地区来船来人发生接触或交易。

象山海洋技术培训学校内，一场场船员培训

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该县挖掘现有培训资

源，抽调优质师资力量，根据船员培训周期、课程

内容，采用“5+2”“白+黑”的授课模式，确保船员持

证上岗。

据了解，8月1日，象山县有1300余艘渔船将

解禁。该县水利和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适航渔船安全出海作业，该县通过渔船船东安

全隐患自查、乡镇核查、水利和渔业部门登船督查

等方式，已对船员持证生产、编组生产落实、渔船

消防设施设备有效配备和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北斗等海上通导设施安装等情况进行了全面

检查。开捕后，渔业管理部门将在常态化海上执

法的基础上，加强对周边海域巡逻检查，重点排查

可疑船舶，严防疫情海上输入。 倪建军 祥珊

三门早稻谷订单量
创22年来新高

“小开渔”来了,
渔民厉兵秣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