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盛夏的持续晴热高

温干旱，给建德市水稻生长

带来很大影响。该市李家镇

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深入各村联系点，帮助农户

排忧解难，一起抗旱，尽量降

低旱情带来损失。图为8月

15 日，志愿者们在白马村田

间用消防水泵给水稻田洒水

抗旱。 宁文武 摄

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黄阳村地处深山，村民生

活用水主要靠天然自流水，因连续高温干旱，导致村

民生活用水紧张。当地干部群众和消防救援队员接

力往山上蓄水池拉水管，灌送洁净生活用水，以解村

民燃眉之急。8月以来，已送水40余吨。

胡肖飞 摄

一线助农一线助农 抗旱保收抗旱保收

干群接力干群接力 高山送水高山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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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8月15日，记者从德

清县召开的全省低碳农业发展论坛

上获悉，我省将通过淘汰落后低效

产能、推动农机换代升级、推广生态

技术模式、提高农事作业效率、探索

农业固碳增汇“五大路径”，力争到

“十四五”末，把农业碳排放控制在

650万吨以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主持会

议。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唐冬寿到会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高效生

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在农业绿色

低碳发展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

实践。先后开展了全国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试点省、全国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省、全国农业“机器换人”

示范省、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

行区等一批“国字号”创建，大力实

施变型拖拉机清理、渔业“一打三

整治”和“肥药两制”改革等行动。

截至目前，农业领域消费端碳排放

总量613.27万吨，占全社会碳排放

量的1.44%。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实现到“十四五”末农业碳排

放控制在650万吨以内这一核心目

标，我省将下发《浙江省农业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坚持减排与保

供统筹、减排与固碳并举、减排与

治污协同三大原则，实施“五大路

径”，为农业领域碳达峰行动落地

夯实基础。

我省将大力实施海洋渔船减

船转产行动，计划到“十四五”末累

计减船3000艘，总功率30万千瓦，

加快构建以浅海贝藻养殖为载体

的海洋碳汇，增加海洋渔业碳汇功

能。加大节能高效农机产品研发

制造，将先进适用、节能高效的农

机具纳入农机购置补贴，推广应用

养殖臭气综合治理技术装备。深

化“肥药两制”改革，推行配方肥替

代平衡肥，示范应用水肥一体化、

侧深施肥、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等

技术模式，力争到2025年，建成省

级低碳生态农场1000 个。开展耕

地质量提升行动，推广保护性耕作

模式，加大商品有机肥施用、秸秆

利用、土壤改良、绿肥种植等技术

应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增加土壤有机碳储量，提高农田固

碳增汇能力。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

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陈温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周

卫，浙江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院

长林福呈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如

何发展低碳绿色农业等作主旨演

讲。

到“十四五”末

我省农业碳排放力争控制在650万吨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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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地处浙南山区的

松阳县枫坪乡丁坑村的“杉杉喜

舍”，紧挨我省惟一的南方红豆杉

群，与村溪、廊桥等景观相伴，由

村民杨有名承包经营。他原本从

事装修设计工程，将原村小学闲

置的校舍经过精心设计装修，改

建成了具有日式风格的民宿。他

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仅接待过

两拨宁波游客，那还是朋友介绍

的。”少得可怜的客房入住率，逼

得他不得不再重操旧业，外出去

干装修工程了，将“杉杉喜舍”留

给其妻子打理。

紧靠景区却无客源的远不止

“杉杉喜舍”一家。台州市黄岩区

长潭镇的“毛坦渔府”休闲农庄，

同样是门前冷落鞍马稀。7月6日

上午，快人快语的“毛坦渔府”业

主杨婉群见到记者就抱怨道：“农

家乐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上半

年餐饮生意没几笔，而房屋的土

地租金每年要付 10 多万元，每月

的人工费还要付5万至6万元，一

直在做亏本生意。如果下半年的

餐饮生意再不好转，我想歇业了，

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家装潢和硬

件挺不错、具有300余人就餐接待

能力的休闲农庄，过去常能接到

不少来长潭水库景区旅游的团餐

和黄岩城区婚庆喜宴的订单，如

今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依托开化县九溪龙门景区和

漂流项目的久半山客栈同样也是

经营惨淡。业主余昌山从事餐饮

业已有 15 年，过去凭借会烹饪拿

手好菜——黄精鸡、白腊肉，吸引

不少旅游食客驾车前来。他利用

自家农房，投资 150 万元，改造装

修了3个客房，并与同村其他农家

乐组成联盟体，久半山客栈主营餐

饮，其他农家乐主营住宿，每人收

费 150 元，其中住宿费为 90—100

元。交谈中，余昌山多次询问是否

有相关政策扶持，是否可以享受

灾害性保险等。他说：“今年上半

年几乎处于歇业状态，7月11日刚

接待了第一拨康养游客人，而当

初改造装修的投资，大多靠借款

和贷款，目前仍有3年期的60万元

贷款要还，客流不足，已影响到资

金周转，现在压力很大。”

8 月 2 日，记者来到我省较早

发展农家乐的德清县，有一家位

于莫干山腰的“莫上隐·森林美

宿”，内设竹径等11个主题房间和

泳池等3个公共室外空间及茶室、

儿童活动区等 7 大功能间。店长

程悦表示，过去年均入住率在90%

左右，今年上半年入住率“打对

折”，50%的客人是通过携程、去哪

儿旅游等平台来订宿的。面对不

景气的经营业绩，她向记者诉苦

道：“网络平台引流效果好是不争

的事实，但当前乡村旅游业不景

气，平台仍收取房价的 15%为佣

金，资金紧、压力大，政府的‘有形

之手’可否管一管。同时，随着电

动汽车逐渐增加，游客住宿面临

无处充电的难题，希望有关部门

出台些乡村旅游用地扶持政策，

统一规划用地，修建停车场、安装

充电桩，为农家乐的发展创造一

些便利条件。”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去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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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今年上半年我省农家乐的相

关统计数据尚未公布，农家乐经营

状况无法进行同期比较，只能以窥

一斑见全豹，透过一个个调查样

本，让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疫情冲击

下的农家乐经营惨况，更多的则是

农家乐业主们的无奈与期待！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8月17日，浙江出口

农产品网上交易会（港澳）专场暨

预制菜出口推介活动在杭州举

行。会上发布了温州预制菜团体

标准，举行了企业线上对接洽谈活

动，与会人员观摩了浙江出口农产

品“云展厅”。农业农村部贸促中

心副主任宋聚国视频致辞，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宗明到

会并致辞。

近年来，我省积极搭建国际性

农产品展会平台，推进农业国贸基

地建设，健全完善农产品监测预警

体制机制，深度融入国际农产品市

场，与200多个国家（地区）有农产

品贸易往来。2021年，我省农副产

品进出口总额 1806.7 亿元，其中，

出口762.6亿元、进口1043.8亿元，

出口额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我省是港澳在内地的重要农

产品供应基地之一，与港澳农产品

贸易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贸易总

额不断增长，品种不断丰富，贸易

往来不断深化。2021年，浙江与港

澳两地农产品贸易总额21.2亿元，

产品达到400多种。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更好地借助

港澳在国际贸易中的枢纽作用，进

一步推动我省农产品国际化，为全

球消费者提供更多绿色优质的浙

江农产品。

近年来，浙江预制菜出口企业

抢抓国际市场，积极打造预制菜出

口国际品牌，预制菜企业快速增

长、规模不断扩大，涌现出了知味

观等一批全国预制菜百强企业和

浙江海通食品等一大批预制菜出

口企业，杭州楼外楼、绍兴咸亨酒

店等“老字号”名店酒楼美食以及

温州鸭舌、嘉兴粽子、缙云烧饼等

地方特色名小吃已制成成熟预制

菜远销海外，有力促进了预制菜产

业快速发展。

浙江出口农产品网上交易会（港澳）专场
暨预制菜出口推介活动在杭举行

本报讯 经过对建园、农事管

理、果穗套袋、采摘、包装、运输、废

弃物处理等 41 个作业环节、72 个

碳足迹核算，运用低碳技术种植的

“阳光玫瑰”葡萄，种植管理每千克

葡萄排放0.824千克二氧化碳，跟

常规的葡萄种植管理模式相比减

碳13%。

8月11日下午，由浙江农林大

学教授王懿祥团队和省生态环境

科学设计研究院高工张艳梅开发

的全国首个葡萄碳标签，在嘉兴市

南湖区大桥镇发布。这是全国首

个葡萄碳标签，将引导低碳生产和

绿色消费，助力碳中和，推动葡萄

产业低碳高质量发展。

简单地说，碳标签是指以标

签形式将商品在生产、运输和处

置全生命周期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用量化数据标示出來，在其包装

上加注碳足迹标签的方式，引导

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碳足迹是衡量人类活

动中释放或是在产品、服务的整

个生命周期中累计排放的温室气

体总量，可间接反映一件产品的

环境友好程度。

据介绍，“阳光玫瑰”葡萄产品

碳足迹核算符合PAS2050标准（为

全球首个产品碳足迹方法标准，于

2008 年 10 月由英国标准协会发

布）的要求，得到公证处公证。

嘉兴市葡萄产业农合联理事

长朱屹峰说，深耕葡萄行业快 30

年了，也是第一次听说碳标签。这

对于嘉兴乃至浙江的葡萄产业而

言，是一次再次领先的机会，有助

于实现产业绿色转型、进一步提高

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

“目前，我们开发的葡萄碳标

签主要是针对‘阳光玫瑰’葡萄，下

一步还将开发‘浪漫红颜’‘醉金香

’等葡萄品种的碳标签。”王懿祥表

示，因为不同品种的葡萄以及同一

个品种不同种植户的碳足迹都是

不一样的，比如肥料的种类和用

量，亩均产量的高低等，研发团队

争取早日开发出更多品种的葡萄

碳标签，更好地引导绿色低碳农业

发展。 陈胜伟

全国首个葡萄碳标签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