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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8月3日上午，记者从全省新建

猪场建设视频调度会上获悉，3年来，我省生

猪增产保供成效显著，新建万头以上大型规模

猪场129个，总投资近146亿元，核定产能753

万头，完成540万头产能增量目标的140%。

我省自 2019 年启动生猪增产保供三年

行动以来，打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组

合拳，百万能级企业集团陆续建成投产，生

猪增产保供能力明显提升，良种繁育体系基

本建成。截至 7 月底，全省生猪存栏 648.56

万头，能繁母猪存栏 68.51 万头。生猪产业

呈现出龙头企业引领、集团化发展、全产业

链融合的发展趋势，全省已有76家规模猪场

被认定为国家产能调控基地，培育百万能级

集团企业 3 家，新增种猪企业 26 家，建成规

模母猪场 13 家，年可供仔猪 256 万头，实现

优质种猪基本自给。

近年来，我省出台了“一揽子”扶持政策，

助力提升生猪增产保供能力。省级财政三年

累计安排整合资金11.6亿元，统筹用于生猪

生产和防疫，对万头以上猪场，每万头给予

100万元补助。对新建规模猪场，按照每5万

头产能，配套3亩建设用地，破解企业用地难

题。积极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制定《浙江省

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明确各市能繁母猪

保有量和规模猪场保有量任务，确保能繁母

猪存栏处于合理区间。

我省还研究制定了《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六化”规范》，明确以标准化、绿色化、规

模化、循环化、数字化、基地化“六化”为引

领，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数

字牧场建设，以数字化带动环控、感知等跨

界技术在万头猪场整体应用，开发“浙农码”

畜牧版，实现养殖场防疫、生产等精密智控，

在规模猪场全覆盖应用。目前，全省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关键环节数字化率达

到 46%，2 家规模猪场被列入全省首批未来

农场，建成省级数字牧场 66 家、省级美丽牧

场56家。

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正值生猪价格回升、养殖场实现盈利的

有利时机，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将对新建猪场的项目审批、环保措

施、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产能释放等重点

建设内容再排摸、再梳理，持续推进项目建

设，全力推动新建万头猪场高质量建成建强。

我省生猪产能三年新增753万头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上接第1版）

品质决定品牌，品牌引领未来。近年来，

浙江深入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不断提高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

产品等“三品一标”农产品的比重。截至去年

底，全省已打造“醉忆杭鲜”“阿拉宁波”“瓯越

鲜风”等54个多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不

少绿色农产品“身价”倍增。

多元经营：效益是最硬的道理
当前，正值一年一度的“双夏”农忙时节，

辽阔的之江沃野上涌动着忙碌的身影。

7月26日下午，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

种粮大户汪琰斌正顶着烈日，在田头和工人

一起，为抢种连作晚稻来回奔忙。“我今年种

了1400亩‘甬籼15’早稻，7月21日已全部归

仓！”汪琰斌告诉记者，今年早稻平均亩产达

到475公斤，比去年高出近50公斤。“近年来，

我积极顺应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趋势，借助

良种、良机、良技，在做好种粮这盘‘主菜’的

同时，还将稻虾轮作、稻田研学游等多元经营

模式作为种粮增收的‘配菜’。”他说，像稻虾

轮作，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生态种养模式，亩收

益比单纯种稻提高500元以上。

近几日，浙江清溪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根连也和汪琰斌一样忙碌着。“目前，

我公司稻鳖共生面积达100多亩，生产的‘清

溪香米’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不施化肥、不洒农

药，最高可卖到每公斤45元，‘清溪乌鳖’每公

斤最高可卖到516元。”王根连告诉记者，实践

证明，多年来，高效生态农业多元经营的路子

真是走对了。

早在 2004 年 1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就指出，要充分发挥浙江的比较优势，把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效益农业的主攻方

向。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具体切换到粮食生产领域，关键是要在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全

力打好粮食安全保卫战的基础上，稳步提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种粮农民的“钱袋子”

更鼓。

效益是最硬的道理。近年来，我省大力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积极引导种粮大户尝试

稻虾轮作、稻鱼共生等绿色生态多元种养模

式，既撑起“钱袋子”，更有力稳住“米袋子”。

一组数据令人欣喜：去年，全省粮食播种面

积、亩均产量和总产量实现“三增”，其中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超 55 万亩，亩均效益超 3000

元，最高达1.8万元。

既要生产足，也要效益佳。在充分发挥

好农业生产功能的同时，浙江还以绿色发展

为导向，大力传承保护农耕文化，深入挖掘农

业休闲、养生、教育等多种功能，加快农业全

产业链发展。如今，“浙”里的田野已不仅是

“粮地”“农地”，也是“湿地”“绿地”，在带动农

民就业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富等方面作用显

著。去年，全省休闲农业农家乐经营主体2.1

万家，从业人员31.5万人，接待游客3.9亿人

次，营业收入469.4亿元。

“双强”驱动：科技是最强的助力
眼下，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为确保夏季

蔬菜不断档、供得上，近几日，在杭州良渚麟

海蔬果专业合作社的1000多亩蔬菜大棚里，

农机手们正挥洒汗水，熟稔地操作着机械抢

收叶菜。

该合作社负责人何林海告诉记者，合作

社基地内目前主要种植毛毛菜、丝瓜、黄瓜等

蔬菜瓜果。“这么热的天，光靠人工干活，不仅

效率低，而且大棚里呆久了，人也吃不消。多

亏有了农机助力，原来收割1亩蔬菜需要一个

人干两天，而用收获机一个多小时就能完

成！”他说，合作社的蔬菜生产已实现“耕、种、

收、装”全程机械化，目前日均能为杭城市场

提供20多吨蔬菜瓜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农业科技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向科技要空间，向机械要效益。眼下，在

浙江，通过先进机械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何林

海绝非个例。

去年8月以来，浙江锚定农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现已初见

成效：近一年里，全省统筹资金超过40亿元，共

实施科技协作攻关项目115个、产业技术推广

项目326个，研制推出30余种农机新产品。

农为国本，种铸基石。多年来，浙江大力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种业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愈加成熟，

农业主导产业的良种覆盖率显著提高。数据

显示，去年，全省选育并通过国家和省级审

（认）定农作物新品种69个、水产新品种3个；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重要畜禽良

种覆盖率超 96%，水产优质种苗覆盖率达

85%。今年6月，浙江还成立农业领域唯一的

省级实验室——湘湖实验室，今后将围绕“现

代农业生物技术、绿色智慧高效农业生产技

术、农产品质量与生命健康”，着力破解农业

领域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

在农业“双强”行动的“加持”下，当下，越

来越多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新模

式在浙江集聚，极大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

省农业“双强”专班综合组负责人表示，

目前，浙江正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精神，聚力打好5场“战役”，即核心技术攻

关战、小型农机突破战、要素保障统筹战、重

点项目落地战、条抓块统整体战，努力打造更

多农业“双强”标志性成果，持续擦亮高效生

态农业这张“金名片”。

生态为本，高效为要。而今，浙江在推进

“两个先行”中正不断迸发出农业高效变革、

生态振兴的新气象。未来浙江农业的新模

样，令人期待！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衢州市农民收

入增速7.3%，实现了“两个快于”：快于全省

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增速1.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衢州市把推进农民持续较

快增收作为建设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重中之重，不断丰富农业农村共同富裕

政策工具箱，年初制定下发了《关于聚焦农

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共同富裕的若干

意见》，打出产业增收、集成改革、农民就

业、政策兜底四套“组合拳”，提出促农增收

30条硬举措，让农民的“钱袋子”快速鼓起

来。

该市的常山县，围绕“一县一品”战略，

聚焦打造“双柚百亿”产业目标，引进“柚香

谷”链主企业，创新“胡柚+香柚”的“双柚”产

业合作发展模式，优化畅通龙头企业、村集

体、农户三方资源要素流动，推动抱团发展，

打造共富果园。截至目前，浙江柚香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资3亿元，在5个

乡镇（街道）26个村种植香柚1万余亩，累计

培育香柚苗6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香柚

种植基地和柚子全产业链基地，惠及当地农

户1000余户，人均年增收5万余元。在其带

动下，全市胡柚鲜果收购价从0.4—0.5元/

斤涨到2.6—3元/斤，带动胡柚总产值突破

20亿元。

上半年，衢州市通过自营、出租、入股、

合作等方式重现价值的闲置农房新增2000

余幢，预计全年农房租金收益可达2000万

元。

“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财产性净收

入有较大增收潜力。”衢州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说，衢州将以共同富裕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全

域试点为契机，持续推进农村宅基地、“两

山银行”、农业“标准地”等改革，以改革激

活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创新强村公司、

党建联盟共富综合体、片区组团机制，促

进周边村庄强化优势资源互通、共享发展

经验，加快实现农民工资性收入有新增长、

经营性净收入有新提高、财产性净收入有

新突破，奋力跑出衢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加速度”。

柳俊洁

衢州：
打好“组合拳” 农民增收快

8 月 1 日中午 12 时东海部

分渔船开渔后，玉环市解禁渔

船在外海星夜开展作业。次日

上午，在该市灵门渔港，装载着

梭子蟹的渔运船纷纷进港，渔

民们立即将梭子蟹装车运走，

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据估

算，当天进入灵门渔港的梭子

蟹约25吨。图为渔民正在将梭

子蟹装车运往市场。

倪建军 摄

开渔第一网开渔第一网
梭子蟹丰收梭子蟹丰收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8月5日，2022浙江·浦江第

十五届葡萄节在线上举行。本届葡萄节以

“浦江葡萄，共富味道”为主题，举行了浦江

2022 年度“十佳葡萄”和 2021 年度优秀经

销商颁奖仪式，发布“浦江葡萄”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上线浦江葡萄产业大脑“浦

色葡香”，发布吉祥物“淘萄”等。

近年来，浦江县每年投入葡萄相关产

业发展扶持资金达2000多万元，已形成以

巨峰为主（占80%以上），辅以“阳光玫瑰”

“夏黑”“美人指”“天工墨玉”等30多个优

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达6.9万亩，年

产量 12.79 万吨，年产值 12.13 亿元。葡萄

成为浦江农业第一大产业。

如今，“浦江葡萄”品牌不断唱响，到浦

江采摘甜美葡萄、吃农家饭、赏农家景、体

验农家生活，已成为一种别样的体验。

2022浙江·浦江
第十五届葡萄节如约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