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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效 生 态 农 业 篇

擦亮金名片擦亮金名片擦亮金名片 引领新时代引领新时代引领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军

浙江物阜民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

誉，然而“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地貌，决

定了全省农业发展面临人均耕地资源不足

半亩的现实窘境。

先天不足，后天如何补救？对此，早在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前瞻性

地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重大战

略决策，纵深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拨开迷雾，方明前路。近年来，省委、省

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使出“洪荒之力”，将

“短板”换成“跳板”，接续擦亮高效生态农业

这张“三农”金名片，斩获系列“国字号”荣

誉：2014年，成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试点省；2015年，获批创建首个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2017年，被确定

为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

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2022年，获批建

设国家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推广应用先

导区……

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浙江历经近20年的逐梦征程。如今，我

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已位居全国第三位，为我

国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探索了可看、可学的现

实路径。

一路“追”绿：生态是最靓的底色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既是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推进绿

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环境质量均

进入全国前十的地级市，丽水市发展绿色农

业的生态优势显著。近年来，该市坚定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路

子，牢固树立品质农业发展理念，扎实推进

农业生态绿色发展，多措并举迭代升级“对

标欧盟·肥药双控”行动，建立“四级九类”

（市、县、乡、企四级，蔬菜、水果、食用菌等九

大产业）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如今，全市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覆盖率均达100%。值得一提的

是，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2014年以来，丽水

在全国率先推出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

业链的地市级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

耕”，修订四大食用类产品团体标准，制定6

个产品安全标准，以标准化建设筑牢丽水农

产品质量安全根基。截至目前，“丽水山耕”

年销售额超百亿元，平均溢价率达30%。

丽水的生动实践，是浙江持续擦亮高效

生态农业生态底色的一个缩影。

“绿色兴农、浙江领先”。近年来，浙江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

紧抓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

子”，大力推广主导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首创“肥药两制”改革，创新推出“浙农

优品”等数字化场景应用，持续加强农产品

质量监管，全力打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

战，浙江田野“绿”意更浓。截至去年底，全

省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连续8年实现“双降”，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91％，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率稳定在90％以上，废旧农膜回收

率达93.3％。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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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铸“梅”好 启航新征程
——萧山梅林村建设未来乡村推进共同富裕纪实

□本报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炎热盛夏

“双抢”忙。在龙游县詹

家镇夏金村，当地种粮

大户董红专在基本完成

6000 多亩早稻收割后，

正 紧 张 有 序 地 栽 插 晚

稻。据省农业农村厅农

情调度显示，我省早稻

自 7 月 10 日由南至北陆

续开镰，截至 8 月 4 日，

全省已有九成早稻收割

归仓，连作晚稻栽插达

126.5 万亩，进度 87.3%。

据省气象局“产量—气

象预报模式”预测，今年

早稻亩产较上年有望略

为增长。

据初步统计，今年

全省早稻播种面积 171

万亩，比上年增18万亩、

增幅为11.8%，早稻播种

面积创近 8 年新高。“政

策支持力度加大，是提

振农民种粮积极性、推

动早稻种植扩面的重要

因素。”省农业农村厅种

植业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以来，我省压紧

压 实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持续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鼓励农民多种粮、

种好粮。针对农资价格

上涨等因素，中央财政

先后两次给实际种粮农

民发放一次性补贴，我

省种粮农民获得补贴共

计 2.74 亿元。我省还建

立种粮成本变化与种粮

补贴联动调整机制，构

建完善农民种粮收益保

障体系，稳定农民种粮

收入预期。省财政对50

亩以上规模种粮主体给

予每亩120元补助，宁波

等地在此基础上再加大

配套补助力度；我省在

国家规定基础上，每百

斤稻谷最低收购价再增

加4元；还面向规模种粮

主体实施水稻完全成本

保险，最高保额从每亩

1000元提高到1400元。

早稻的扩面与丰收，

离不开先进农业技术的

应 用 和 农 机 装 备 的 支

撑。在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前虞村的水稻种

植数字技术集成示范基地，以农机可视化、种

植信息化、灌溉智能化为核心的数字化平台，

将农机、农情、灌溉等设备与新型物联网、无人

机遥感等技术紧密结合，实现水稻种植从耕

田、播种、施肥、收割再到烘干的全程机械化和

数字一体化，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记者从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

“双抢”期间，我省累计投入水稻联合收割机

8797台、水稻插秧机5883台、检修各类农机6

万台（套），全省早稻机收率达到98.8%。

随着“立秋”临近，连作晚稻栽插正全力推

进。“晚稻种植全部采用机插，现在每天有 20

台插秧机在田间作业，一天就可栽插600亩左

右，种田轻松了不说，效率也更高了。”董红专

说。

省植保农药站专家提醒广大农户，当前正

值高温高湿天气，是晚稻栽插的关键期。“早稻

收割后，二化螟等虫源从早稻上大量外迁，农

户要加强病虫害监测，做好以褐飞虱、二化螟

等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做到早发现早应

对，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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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我省发布《关于保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兴

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优化农村产业用地布局、拓展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路径等9项措施，围绕全生命周期

管理有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

见》自今年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农村产业融合项目，未来将获得专门的

用地指标保障。根据《意见》要求，新编县乡

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

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其

中，对于那些难以确定选址的乡村产业项

目，各地还可在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

不超过 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优先

保障其用地需求。

《意见》鼓励优先使用合法的现状村集

体建设用地，同时可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零星分散的建设用

地调整优化，集中安排农村产业用地。在土

地供应方式上，鼓励优先通过租赁村集体建

设用地及其房屋，包括闲置农房；也可按照

国家和省统一部署，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渠道，以出让、出租等方式灵活供应

土地。 朱承

我省保障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用地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擦亮浙江“三农”金名片，本报继6月底推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擦亮

金名片，引领新时代”系列报道后，今日起再推出一组系列报道，聚焦高效生态农业、“千万工程”等十张金名片，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展现我

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指引下，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引领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

农田多披“绿” 农业更生“金”
——浙江持续擦亮高效生态农业金名片综述

8 月 4 日，在湖州市

吴兴区埭溪镇茅坞村，

镇中心卫生院茅坞村卫

生室的医生上门为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以及残疾人提供测血

压血糖、用药指导等服

务。该村卫生室服务茅

坞、莫家栅 2 个村，有服

务对象2700多位。连日

来，该卫生室医生每天

冒着高温巡诊，开展健

康指导。 邓德华 摄

夏日巡诊忙夏日巡诊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