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在建

德叶氏兄弟“阳光玫

瑰”葡萄种植基地，管

理人员正在大棚里采

收葡萄。今年，该基地

共 种 植 了 40 亩 优 质

“阳光玫瑰”葡萄，采用

智能调温、节水灌溉、

施有机肥、生物防治等

手段，错开夏季葡萄上

市高峰期，将上市时间

延迟到9至11月，亩产

量可达 2500 公斤，效

益可观。

宁文武 摄

葡萄错峰上市葡萄错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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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
全省农业农村宣传工作视频会议在杭召开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本报讯 10月13日，全省农业农村宣传

工作视频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要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突出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一主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牢牢把握

正确舆论导向，创新宣传工作机制，强化主动

宣传、主题宣传和立体宣传，创新政务信息工

作和自有媒体建设，持续发出浙江“三农”“好

声音”、传播正能量，宣传工作呈现高位发声、

高点发力、高频联动的大宣传格局，为推动农

业农村同步实现现代化先行和农民农村同步

实现共同富裕先行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针对当前农业农村宣传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机遇、新挑战，会议强调，要努力将“三

农”宣传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转化为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关键胜

势。要把准“主基调”，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

识形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各项宣传

工作落实到位。要唱好“主打歌”，着力打造

宣传工作亮点，紧扣争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省目标，把握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手段，做

强政务信息，建强宣传队伍，为持续擦亮浙江

“三农”金名片增添宣传力量。要打通“主动

脉”，奋力构建联动协同机制，运用好中央、省

级主流媒体平台和浙农号新闻客户端、《农村

信息报》等系统媒体资源，打造覆盖面更广、

影响力更大、传播力更强的“三农”宣传联盟

和媒体矩阵，放大辐射动能和传播效能。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上，温州市、嘉

兴市、衢州市、德清县、金华市金东区作交流

发言。

本报讯 10月9日，浙江一鸣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浙江大学共建的浙江省

奶牛遗传改良与乳品质研究重点实验室

传来好消息，全省首头采用胚胎移植技术

改良繁育的南方奶牛良种“胚胎牛”于当

天 12 时 28 分诞生，这意味着我省奶牛遗

传改良有了“浙产芯片”，可有效打破高端

奶牛品种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奶牛胚胎移植技术“牛”在哪里？“奶

牛的自然繁殖周期较长，正常情况下母牛

一生只能获得3—10头后代。但利用胚胎

移植技术，可有效缩短良种扩繁的世代间

隔时间，优秀母牛一生可获得30—50头后

代。”该实验室负责人肖卫明介绍，“相比

引进优质冻精配种获取理想后代，胚胎移

植技术耗费的时间更短，仅需一代即可提

升生产群性能，迅速扩大良种数量。”

该技术可有效提高牛奶产量和品质，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帮助更多养殖户实现

增产增收。“预计一头新生代奶牛一年可

产奶14吨，比自然繁殖的奶牛提高至少4

吨左右，按此计算，每头奶牛可为养殖户

增加收入约5.3万元。而且其乳品质相较

于普通奶更好。”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胚胎移植工程于今年1月在泰顺

县柳峰乡云岚牧场启动。技术人员从牧

场4万多头奶牛中，选出遗传性能排名前

10%的“供体”牛来生产胚胎，并将胚胎移

植到遗传性能排名后25%的“受体”牛，以

此阻断劣质基因遗传，快速激活牧场种群

的高产潜力。

首批移植的14头高育种值“胚胎牛”

将在近期陆续降生。“小牛出生后，其耳朵

上会挂一个黄色标签。这是小奶牛的专

属‘身份证’，上面记录了性别、出生日期

等基本信息，方便跟踪监测。”云岚牧场负

责人叶侠鸶介绍，牧场将依托数字化技术

进行科学管理，并通过体形、基因等测定

技术，继续培育适合南方气候的优质核心

奶牛种群。

□本报记者 郑亚楚

这头奶牛很“牛”
我省首例遗传改良“胚胎牛”诞生

（上接第1版）

房子是关系民生的大事。2020年5月，平

阳县鳌江镇珍岙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可国刚

到任，就碰到一桩棘手事：2013年，平阳县启

动农房集聚拆迁安置建设，多年过去，村里

的安置房还没建成，很多村民需租房住，怎

么办？

“这事肯定难办，但房子关系到群众切身

利益，我得想办法把它办好！”此后，黄可国静

下心来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次次上门做

村民的思想工作，去县相关部门协调，克服审

批流程障碍……终于，在2021年5月，该安置

房建设项目完成所有审批手续，并于当年11

月正式施工，预计2023年底结顶。436户村民

期盼的新家园指日可待，黄可国也成了村民

口中人人称道的“跑腿书记”。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想，我之所

行。在之江大地上，无数农村工作指导员用

热情与坚守诠释着他们对农村工作的情怀与

执着，汇聚星星之火，温暖村民的点滴生活。

攻坚克难 乡村产业添“活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衢州市

衢江区太真乡银坑村，九山半水半分田，村集

体收入主要来自毛竹粗加工等，产业附加值

不高，村集体经济怎么发展？

2021年7月，央企中化蓝天集团下派驻村

干部汤肖军，来到这个浙西小山村，开展结对

帮扶工作。驻村第一天，汤肖军整理了一份

全村低收入农户统计表，走遍其中每一户，把

他们的困难、需求都记在笔记本上。

他与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一起深入

调研，逐渐确定了发展竹林鸡、清水鱼特色养

殖的思路。“通过科技赋能，在茫茫竹海中放

养生态竹林鸡，利用山间优质水资源饲养清

水鱼，打造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一只

鸡、一条鱼’产业链，借助‘产业+消费’‘公司+

农户’双轮驱动，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汤

肖军说。

流转山林、筹措资金……汤肖军带头在

银坑村开建竹林鸡养殖基地，引进获全国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龙游麻鸡”5000 羽进

行饲养。经过 180 个日日夜夜，攻克冬季低

温、家禽疾病等技术难题，于 2022 年春节前

后，原生态的竹林鸡、清水鱼陆续推向市场，

受到广泛好评。随后，汤肖军与村“两委”干

部一起，向低收入农户免费赠送鸡苗、搭建

鸡舍，产品由村集体统一回购销售。王仁陆

是包销养殖户之一，他免费领到 50 羽苗鸡。

老王粗粗算了一笔账，鸡和蛋返销村集体，

今年可增收 1 万元以上。截至今年 6 月，银

坑村总计销售竹林土鸡3000余羽，鸡蛋2000

余公斤，村集体经济半年突破 50 万元，超过

之前两年收入总和。

与汤肖军一样，龙泉市锦溪镇下锦村农

村工作指导员毛南海牵头建立了一个标准化

奶牛养殖场，种植鲜食玉米，为村里增收数十

万元；景宁县标溪乡溪港村驻村第一书记陈

茜玉推动“共富鸡进村”项目落地，获赠1000

羽苗鸡，预计户均可年增收1.4万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农

村工作指导员们一任接着一任干，为乡村产

业注入源源“活水”，使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

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抓铁有痕 美丽乡村再“升级”
“雨天两腿泥，晴天一身汗，地头办实事，

农家听民声。”这是驻村指导员赵越派驻舟山

市定海区盐仓街道新螺头村开展驻村工作的

常态。

在新螺头村，有一条铺设一新的沥青路

直通黄沙岙，这条路被当地群众称之为“爱民

路”。“爱民路”原本是一条狭窄的村道，路面

坑洼不平，雨天泥泞不堪，通行困难。为方便

村民出行，村里提出要建设黄沙岙道路项目，

但资金从何而来？这让村里犯了难。

得知此事后，赵越争取上级支持，对接相

关单位，终于争取到建设资金150万元，将项

目建设提上议程。“现在，这条曾需边走边用

柴刀砍杂草的小路，已无缝对接滨海大道，我

觉得这一年多的辛苦值了。”赵越说。

从经济薄弱村转变为省级美丽乡村精品

村，在新螺头村驻村的4年里，一条条平整的

硬化道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一处处新增的

基础设施，见证着赵越一心为民的炽热情怀。

在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柏树里村，美

丽正在一点点“升级”。

在村民张梅兰家，镂空的庭院青砖矮墙、

门前的青石板道地和中式的房屋外立面相得

益彰。“村里帮我们弄的庭院确实漂亮。”张梅

兰告诉记者，为了搭配小院，她特地给自家种

植的花卉换上崭新花盆，让自家小院抢先变

“美”。

2021 年，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被列为椒

江区“环境高品质提升年”重点内容，如何让

柏树里村发挥更好带头作用？

驻柏树里村农村工作指导员曹攀和村

“两委”干部进行了“头脑风暴”：在投入500万

元精品村项目资金基础上，整合农村“一事一

议”项目（村庄绿化提升工程）、农村公厕改造

项目资金共200万元，重点用于除精品村项目

以外的村庄建设，实现“全村美”。

好想法关键在落实。此后，曹攀每周都

要实地督查项目进展，每月组织召开工作例

会，及时破解工程施工环节各类难题。功夫

不负有心人。截至目前，柏树里村的村庄公

园、入口景观、沿河景观等已全面完工，共改

造美丽庭院200户；各类绿化种植、花箱及座

椅配置等基本完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长风万里启新程。正是这数十万农村工

作指导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扎根

泥土，既“身入”又“心入”，推动着浙江乡村在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上

阔步前行。

本报讯 金秋瓜果香。云和县广大

雪梨种植户迎来丰收季。云和雪梨自9月

中下旬上市以来，价格从几年前的8元/公

斤上涨到今年的30—40元/公斤，1.5公斤

以上特大雪梨更是卖到 70 元/公斤。

云和雪梨有“中华名果”之誉，曾获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全县现有种植面

积1.2万亩，年产量5000吨，产值近亿元。

近年来，随着云和雪梨品牌的进一步

打响，售价逐年攀升，农民种植意愿增

强。今年5月，云和县专门出台《云和雪梨

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三年新增云和雪梨种植面积1万亩以上，

全县种植规模达到 2.2 万亩以上，一产综

合收益达到2亿元，把云和雪梨培育成为

云和县第一农业主导产业和富民产业。

为扎实推进计划实施，今年该县出台

了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云和师傅”共富

技能服务队到全县10个乡镇（街道）“共富

学堂”进行授课，开展全程技术指导，让云

和雪梨真正成为农民的绿色“共富果”。

柳晓燕

最大的每公斤卖到70元

云和雪梨有望成为
农民绿色“共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