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农业高质高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推动乡村宜居宜业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推动农民富裕富足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

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

（据新华社）

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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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冬至已过，全省

各地的冬种已收官。据省农

业农村厅前期种植意向调度

看，今年我省冬种形势较好。

小麦、油菜计划种植面积

有大幅增加。其中，全省计划

冬种小麦面积约216万亩、较

上年增20万亩，冬种油菜面积

209 万亩、较上年增 23 万亩，

冬季蔬菜面积242万亩，较上

年增12万亩。据业务调度，截

至 12 月 19 日，全省已种小麦

200.6 万亩、进度 93.2%，已种

油菜 210.2 万亩、进度 101%，

已 种 蔬 菜 239.4 万 亩 、进 度

98.9%。

今年，我省鼓励各地挖掘

冬季农业生产潜力，积极引导

种粮大户扩大冬季粮油作物

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利用耕

地“非粮化”整治后的田块发

展冬种生产，充分利用“三园”

地套种旱粮、蔬菜等作物，引

导冬闲田种植绿肥，努力实现

“绿色过冬”。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为冬种春管可能遭受的

干旱低温等自然灾害做好应急准备，强化研判

预警，提前完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发布应对

干旱技术措施，加强与应急、水利等部门沟通会

商，最大程度支持农业灌溉用水。同时，严密防

控农作物病虫害，加强病虫监测及防治效果调

查。

服务工作做细做实。前期，省农业农村厅

先后印发《2022 年秋冬种油菜扩种目标的通

知》《关于切实抓好2022年冬种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及时部署秋收冬种工作；持续深化“三联

三送三落实”活动，结合学习宣贯党的二十大精

神，组织12个由厅领导带队的服务组开展实地

调研指导；统筹农业农村系统、农业科研机构等

技术专家，围绕秋收冬种生产，开展技术培训，

深入开展冬季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活

动，确保冬种作物稳产增效。

今年，受前期持续干旱天气影响，部分地区

尤其是浙西南山区冬油菜、小麦、蔬菜播种困

难，已播种的油菜出苗率不高，一类苗较上年同

期减少1.27个百分点。后期降水一定程度缓解

了旱情，苗情有所好转。据气象部门预计，2023

年1至2月，我省天气总体以低温为主、寒潮多

发，将影响冬种作物越冬，特别是浙北地区的直

播油菜遇寒潮生产风险高。专家提醒，种植户

要做好农作物防寒防冻工作。

□本报记者 郑亚楚

泰顺县克服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劣势，

积极推广山区高性能农机，开展零碎耕地

“连片改造”，完成宜机化改造5000亩，建成

高标准农田3.1万亩、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

7个；湖州启航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冬

枣数字植物工厂，通过手机实现控温、施

肥、杀虫，农业生产越发便利……

今年，浙江持续锚定农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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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统筹农

业“双强”资金 11 亿元，组织开展“三农九

方”科技协作项目80个、省产业技术团队项

目 200 个，实施 2022 年度农业领域“双尖”

“双领”重点研发计划项目78项，努力打造

更多农业“双强”标志性成果。

数字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信心更

足。今年，我省迭代升级“浙江乡村大脑

2.0”，形成“11153”核心构架，累计归集“三

农”数据约19.8亿条，日均点击量超100万

次。上线生猪稳产保供监测调控等9个智

能模块，31个省级应用、37个市县应用完成

与“浙江乡村大脑”贯通。“浙江乡村大脑”

“渔船精密智控（浙渔安）应用”分别被评为

“最强大脑”“最佳应用”。

“今年，全省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

达66.7%，‘浙渔安’成为全国唯一的渔船渔

港精密智控建设试点；建成数字农业工厂

（数字农场、数字牧场、数字渔场）210 家。

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连续三年

（2019-2021）居全国第一。”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科技强农，农业高质量发展“筋骨更

壮”。今年6—8月，我省先后成立农业领域

唯一的省级实验室——湘湖实验室、省种

业集团，着力破解农业领域重大科学与技

术问题，培育立足浙江、辐射全国的一流科

技型、创新型现代种业企业。10月，我省首

头采用胚胎移植技术繁育的南方奶牛良种

“胚胎牛”顺利降生，将有效打破高端奶牛

品种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我省通过组织

实施‘双尖’‘双领’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

展‘三农九方’科技协作攻关，已累计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 3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99

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9家、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40家、省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36

家。”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我省还实施新一轮农业新品种选育重

大科技专项，新育成省级审（认）定农业新

品种 83 个，获国家登记品种 70 个，培育发

展省种业阵型企业27家。西兰花、小番茄、

菜用大豆等自主培育品种打破国外种子垄

断局面，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

今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

道播出的纪录片《挑起我们的金扁担》第五

集《自主之路》中，我省“尖兵”“领雁”项目

之一的第三代名优茶采茶机器人引人注

目。“该机器人实现了自动识别、定位、采

摘、收集等功能，芽叶识别率达82%、平均采

摘速度2.5秒/颗、采摘成功率40%。”相关研

究人员介绍道。

机械强农，农业高质量发展更有底气。

截至目前，我省已研制推出小型高速插秧机

等农机新产品70个，通过扩大农机购置补贴

范围，新增各类农机装备6.5万台（套），农业

生产“机器换人”步伐不断加快。全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4.9%，在南方12

个丘陵山区省份中居第一位，畜牧、水产和

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进入全国前5名。尤为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已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丘

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推广应用先导区，在德

清、温岭开展全域宜机化改造试点，打造“六

合一”全链条宜机化改造提升模式。

向科技要空间，向机械要效率。从东

海之滨到钱江之源，从太湖南岸到瓯江之

畔，浙江聚焦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突出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导向，掀起了农

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新篇章。

智能化、机械化、信息化……

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今
年
冬
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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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在仙居

县 上 张 乡 上 张 村 ，党

员、志愿者向老年人分

发爱心防疫包。为保

证村里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上张乡组建了由

党员、干部、乡贤等组

成的爱心志愿团队，筹

集退烧药等防疫物资

送给老人们。

王华斌 摄

志愿者进村志愿者进村
送健康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