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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浙江乡村振兴
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

等你来投票
□本报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11 月 25 日，2022 年度浙江乡村振兴

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启动新闻发布会在余姚

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举行，组委会现场宣布了 22 位

“金牛奖”提名候选人名单。

“金牛奖”评选活动已走过17个年头，由浙江广

电集团主办。本届“金牛奖”评选围绕党的二十大

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主

题，自今年7月面向全省启动候选人推荐程序后，各

地共选送了近百名“金牛奖”候选人。经组委会评

定，确定了22位“金牛奖”提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10位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11位现代农业带头人和

1位农村公共事业带头人，他们是浙江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涌现的佼佼

者，是农村公共事业带头人（候选人介绍详见今日

本报8版）。

从11月25日起，各地群众可通过中国蓝新闻

客户端、浙江之声以及浙江电视台新闻频道官方微

信、《农村信息报》《浙江城市广播电视报》等平台参

与投票，从22位提名候选人中选出10位“金牛奖”

获得者。此外，“金牛奖”组委会还将组织流动票

箱，到各位候选人所在地进行巡回投票，将5万张选

票直接送到群众手中。

新闻发布会上还举行了“金牛”宣讲团授旗仪

式，为历届“金牛奖”获得者代表授旗。“金牛”宣讲

团将在全省多地开展典型经验的分享，把“金牛奖”

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助力乡村振兴。

新闻发布会当天还举行了“金牛话共富”现场

会，浙江“三农”专家、历届“金牛奖”获得者代表、余

姚市农业企业家代表围坐在一起，就乡村经济运

营、农业高质量发展、强村富民等热点话题进行了

交流。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11月23日，由省农技推广中心、省食

用菌协会组织的2022年度浙江精品食用菌评选活

动在杭举行。近50个食用菌产品同台“选美”，由省

科研院校专家、行业协会代表、媒体代表、消费者代

表等组成的评委组，根据食用菌的感观、食味、包装

等进行现场打分，最终龙泉山牌干香菇等16个产品

夺得金奖，天和泉牌干香菇等16个产品获得银奖。

记者在评选现场看到，除了大家熟知的香菇、

黑木耳、蘑菇、金针菇、灵芝外，还有许多“脸生”的

新菌菇一同亮相，如长得像绣球一样的绣球菌。

“非常意外，今年夏季高温天本不利于菌类生

长，但参选食用菌的品质却普遍较高。这得益于工

厂化、设施化栽培技术的提升。现在我省80%食用

菌实现了工厂化栽培，它们在洁净的环境中生长，

且不使用任何农药，老百姓可以作为净菜放心食

用。”评委会组长、省农科院园艺所所长蔡为明介

绍。针对如何挑选食用菌，他也透露了一些小技

巧，香菇要找“白胖美”，颜色要浅些偏白，形状胖胖

的为好，金针菇要选菇帽大些的，而黑木耳则要挑

厚实、颜色深的。

近年来，我省着力培育发展精品鲜菇产业，加

快提升食用菌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有效提

升了食用菌的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我们将继续着

力培育发展精品食用菌，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开

展优良品种筛选，实施食用菌产业技术示范和重大

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加大对高品质食用菌及配套技

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助推种植户增产增收。”省农

技推广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谁是大家最爱的“菇”？

2022年浙江
精品食用菌名单出炉

11 月 24 日，长兴县

吕山乡共富学校抖翼校

区内，培训老师正在为南

杨村20余位妇女开展直

播培训课程。近年来，吕

山乡社工站依托南杨村

文化礼堂成立“巧姐工

坊”，建立就业增收项目，

为吕山乡贫困妇女开展

抖音直播培训课程，帮助

其拓宽创业增收渠道。

王徐超 摄

直播培训直播培训
助增收助增收

□本报记者 金国栋

本报讯 近日，平湖市新埭镇种粮大

户黄建峰正忙着收割晚稻。“叮”一声，一

笔 9.85 万余元的种粮一次性补贴到账

了。“没想到，晚稻还没收割完，种粮补贴

就下来了。”黄建峰兴奋地说，“以往申请

种粮补贴一般需要 5 到 6 个月，现在只要

动动手指，在手机上操作一下，10天就到

账了。”

申请种粮补贴提速得益于省农业农

村厅建设的“惠农政策直通车”数字应

用。该应用中的“惠农补贴”子场景，摒弃

传统种粮补贴申请流程中材料上报、审

批、发文等内容，实现在线“云”审核。以

黄建峰为例，他只要通过手机找到自己的

种植地块，点击“开始申领”，待所属地块

完成认领后，系统会自动汇总面积，一键

递交后即可完成申请。

“以前审核环节多、手续繁琐，田块信

息要靠‘脚底板’测量，还容易出错。现在

运用无人机对每块地进行航拍编码，每块

地的范围面积、作物种类、承包流转等信

息都有详细记录。”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所有内容一目了然，实现了农

户、作物、地块、面积数字化管理，发放种

粮食补贴也更精准高效。”

“惠农政策直通车”数字应用为农户全

链条提供农田墒情、病虫害预警监测、种粮

补贴、农险参保、农产品推广等“一站式”农

事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全面护航粮食安

全。“上个月我还通过‘惠农政策直通车’

找到专家，给稻田进行土壤健康‘体检’，

真是便利。”黄建峰说。

“惠农政策直通车”以政策性农业保

险为主平台，集合惠农补贴、惠农保险、惠

农信贷、惠农政策“一本账”等四个重点应

用场景。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惠农

资金全生命周期闭环智管新模式，重塑了

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首创了农

户信用“一幅像”通用评价规则、整省域水

稻完全成本保险制度等，有效破解了小农

户参保难、种粮补贴直达难、融资难等问

题，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惠

农政策直通车”的开发应用，使种粮补贴

发放时间由5个多月缩短至10个工作日，

到目前共发放种粮补贴24.4亿元，主粮作

物保险覆盖率上升到76%，全省上半年水

稻承保面积同比增加2.8倍。该应用还集

成中央、省、市、县四级9大类、2009项涉农

补贴政策，123 个农险品种全部实现流程

重塑、在线办理，实现了农户参保从最少

跑 4 次、流程超 30 天变为一次都不用跑、

秒参保。目前，全省在线参保农户达 7.2

万户次，总保额超396亿元。同时，还建立

“信贷直通车”模块，累计为农业项目授信

9829笔、金额超42亿元，实现了参保便、补

贴快、贷款易的良好效果。

以往在农业项目投资中，经常会出现

人和地“捉迷藏”的现象，而通过“惠农政

策直通车”，寻找项目用地也容易多了。

浙江松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滨告

诉记者，今年5月，因原厂房搬迁，公司的

食用菌加工项目用地没了着落。“正在我

一筹莫展之际，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指导我通过‘惠农政策直通车’，在江山

市食用菌产业园找到了15亩建设用地和

20亩设施用地，目前我们正在筹建新厂房

和研发中心，预计明年下半年可以竣工投

产。”这次项目高效成功落地，实现了投资

方和招商方双赢。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惠农政策直通车’已集成建设农业农村

招商地块信息库，汇总358个、32.4万亩可

供招商地块，还对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资金项目双向

贯通、智能匹配。”

□本报记者 潘晴 通讯员 李艳敏

本报讯 11月22日，农业农村部通过

线上直播方式在湖州市南浔区举办 2022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推介活动，共发

布 54 条精品线路和 191 个精品景点。其

中，我省的湖州市南浔区“江南水乡鱼桑

文化体验之旅”、桐乡市“品菊摘果·秋韵

桐飨”、仙居县“时和年丰·金风送爽”、兰

溪市“古村长河休闲游”等4条精品线路，

以及湖州南浔荻港古村等18个精品景点

上榜。

本次活动聚焦“体验农耕文明，乐享

和美乡村”，结合农事节庆、科普研学、田

园景观以及乡村夜经济等内容，通过快板

表演、非遗展示、云游打卡等形式，展示了

一批赏乡土特色、忆乡情乡愁、享农事乐

趣的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为城乡

居民提供体验农耕文明、感受乡味乡韵的

休闲攻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

来，我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以农业为本广拓功能，以乡村为基提

升价值，突出品牌化、融合化、多元化发

展，做深“农业+”文章。发布了“十四五”

时期全国首个休闲农业专项规划，率先探

索了乡村夜经济模式，创新开展了学农劳

动实践基地建设；投入10多亿元支持建设

省级美丽休闲乡村和农家乐集聚村，打造

“浙里田园”休闲农业品牌，变良好生态环

境为美丽经济。像湖州市南浔区突出地

域历史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大运河（南浔

段）和桑基鱼塘系统两大世界级文化遗产

的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形成了集古村、民俗、美食、非

遗为特色，融合鱼、桑、农、耕、桥、水于一

体的江南水乡休闲农业发展体系，为休闲

农业发展拓展了新内容，为农民增收致富

开辟了新渠道。

惠农政策直通车：让农民种田更舒心投资更省心

（上接第1版）

如今，从油茶园的植保作业到产后采

收、脱壳再到榨油，机械赋能已贯穿油茶

产业发展全过程。今年，仙居县俊雄农场

负责人张东良就购入了一台由缙云县沃

德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油茶果脱

壳机，有效地解决了油茶果脱壳难题。“以

往，种植户要将油茶鲜果晒干后，再手工

脱壳，费时费力不说，还得‘看天吃饭’。”

沃德瑞公司负责人章红强介绍，有了油茶

脱壳机，鲜果直接倒入剥壳机，由其将茶

果破碎“喂”到分离机上，在分离辊高速运

行过程中，果壳掉落到地上，果粒传输至

清洗机，经喷淋后输送出来。目前，该机

器在省内外备受欢迎。

“浙江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油茶产

业链和产业体系，但仍面临油茶园面积偏

小、地块分散、劳动力成本高等问题。要

强化科技与机械赋能，创新政策引导，提

升种植基地产量和质量，完善种植基地宜

机化运输条件，推进产业关键环节机械

化、设施化和轻简机具应用，重点完善和

推广油茶剥壳机等采后处理机械，加强农

机技能培训，全方位提升木本油料产业

效率和效益，让浙江拎稳‘油瓶子’更具底

气。”国家油茶科学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林

科院亚林所研究员姚小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