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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亚楚 潘晴

奋斗是最亮丽的底色。刚刚跨入

2023年，浙江“三农人”未曾放慢前进的脚

步，怀揣勇气与梦想，立下新年目标，踏上

了振兴乡村、同奔共富的新征程。

胡大雁：助力产业新突破

青虾、河蟹、加州鲈鱼、罗氏沼虾、中华

鳖……湖州是全国著名的淡水鱼重点产

区。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水产站站长

胡大雁欣喜地告诉记者，2022年，湖州市渔

业系统实现了“全年红”：全市水产种业年

产值预计可达7.5亿元，同比增长10.5%；推

广稻渔综合种养面积18.07万亩，继续引领

全省……说起湖州水产产业一年来的成

绩，胡大雁如数家珍，对此颇为自豪。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湖州市致力于

打造水产种业硅谷，这为我们农技人员创

业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胡大雁表示，新的一年，他将根

据这一目标，发挥个人专长，在水产苗种培

育、水产品精深加工、新业态打造、主体壮

大、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帮助更多主体走好

渔业迭代升级之路。

“通过这些环节的突破，让渔业成为乡

村振兴、农民共富的支柱产业。”胡大雁说。

郎学渊：坚守“粮心”粮满仓

“喜悦”和“踏实”是建德市大同镇益

明家庭农场负责人郎学渊 2022 年的关键

词。去年，他参加了第七届浙江农民创富

大赛，其负责的项目“全自动智能育秧流

水线”获得银奖。“对于种粮，国家和社会

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有种粮补贴，

还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只要专心种好

粮、卖好米，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郎学渊

说，“2022年，我种了900多亩晚稻，获得丰

收。种粮，我有两大法宝——叠盘暗出苗

技术、全程机械化。在我们合作社，两天

能育秧700多亩。”

迈入2023年，郎学渊已“摩拳擦掌”，准

备大干一场。“我是一名‘粮二代’，现在种

粮要比父辈轻松得多。因此，我们要锲而

不舍，通过种粮‘种’出新模式、‘种’鼓钱袋

子。今年，我计划种粮1000多亩，希望自己

的‘喝山泉的大米’品牌大米，销售量能突

破50万公斤，并为周边农户提供更多育秧、

机播、机收等农事服务。”郎学渊说。

最令郎学渊期待的是，今年他的“水稻

科普馆”也将和大家见面。这是一个“产学

研”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项目，可让游客感

受别样的稻香文化。

单立良：富美生活节节高

2023 年首个工作日，在东阳市三单乡

三单村的一处农家院落里，党支部书记单

立良与村民“围炉谈话”，总结前一年的收

获，分享新年规划。

去年，三单村与回归乡贤林栖合作，合

力打造了“林栖三十六院”项目，盘活了70

多间闲置老宅和500亩山林和土地，打造山

乡地标文化。“这个项目带动了我村60余人

在本地就业，目前，老房子已在装修中，现

已初具规模。”单立良说。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今年，我们首先

要做好省财政‘一事一议’项目，对村内闲

置老屋、荒废土地统一流转，建设美丽工

坊，发展旅游业。其次是做好市财政‘一事

一议’项目，计划投资110万元，建设田间机

耕路2.6公里，为大家采摘香榧、茶叶提供

便利。”单立良说，“还计划投资130万元，对

周宅—上溪东河道节点进行整治提升，进

一步提升村庄环境。”

单立良表示，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村集

体还种植管护了100亩香框基地、100亩白

花油茶基地，今年打算创建香榧、茶叶品牌，

扩大销路，实现村民和村集体“双增收”。

1月4日，在

温岭市新河镇郑

洋新村的一块冬

闲田里，农民谢

友方正在给刚播

种的大白菜园开

沟排水。温岭市

积 极 落 实 上 级

要求，千方百计

鼓励农民在冬闲

田 里 种 植 西 兰

花等经济作物，

实 现“ 绿 色 过

冬”。

林绍禹 摄

冬闲田不冬闲田不““闲闲””

告别2022 跨入2023

浙江“三农人”接续奋斗奔未来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一份

满带着“泥土气”的荣誉名单——2022年省级“新

农匠”遴选结果日前正式出炉！

这300人中，有的是种养加服能手，有的是农

村电商人才，有的是乡村手艺人才。他们都扎根

在农业生产与乡村发展一线，在工作上勤勤恳

恳，在技术上变革创新，在授艺上传帮带新，是名

副其实的新时代浙江“新农匠”！

2022年是浙江开展绿领“新农匠”遴选工作

的第一年。当年5月24日召开的全省乡村人才

振兴工作推进会，首次提出实施“浙江乡村绿领

人才培育计划”，大力引进培育“新农人、新农匠、

新农商、新农师、新头雁”等“五新”人才，以品牌

化理念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为保证公平公正，省农业农村厅组建了评审

委员会，制定了省级“新农匠”遴选量化评分表和

指标说明，从能力素质、技能水平、综合评价三个

方面，对申报对象逐一打分评价。截至2022年12

月，全省共分级分类评定绿领“新农匠”3257名，

其中300名被评定为省级“新农匠”，8名获评全

国“大国农匠”。

“通过遴选评定省级‘新农匠’，我们期待挖

掘更多农业产业、乡创产业、农耕文化、农民手

艺、加工营销、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技能型人才，

从而培养和带动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

经营的乡村人才。”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新农匠”评定实行动态管理。

通过建立“新农匠”人才库，对遴选评定的各类人才

进行跟踪服务，开展定期评估。如有违法违纪行

为，或因个人过失给国家、集体、群众造成重大损失

和严重后果，经核实，取消其“新农匠”称号。

这份满带着“泥土气”的荣誉名单出炉

300位农民有了省级新头衔

全省农村地区已发放“防疫

包”881.79万余份，对口联系65岁以上独居

老人24.5万余人、14岁以下留守儿童3万余

人，组建机动服务队4.5万余支、队员超41

万人，累计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

267.31万人次，解决问题106.2万余个，持续

夯实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基层有智慧，
妙招频出保平安

“张老，在家么？我来给你送‘防疫包’

了！”1月3日，龙游县大街乡方旦村“6090”

银发互助联盟纸铺联盟盟长王石德来到该

村老人张晓珠家中，贴心地为其送上“防疫

包”。

大街乡有1000多名常住老年人，占常

住总人口的 53.5%，且大多为高龄、孤寡、

低收入老人。今年以来，该乡积极探索

“以老助老、银发互助”的养老服务方式，

成立“6090”银发互助联盟。全乡 60 周岁

以上的低龄健康老年人（简称“60”）与高

龄老人、独居老人、低收入老人、残疾老人

等（简称“90”）结对，提供互助养老服务，

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群众自治”养老新

模式。疫情进入新阶段后，这支有生力量

积极行动起来，有效提高当地村民的防控

意识，在物资发放、防疫宣传等方面发挥

了较好作用。

组建互助联盟、发送防疫提醒短信、

用 直 白 的“ 土 味 ”大 喇 叭 科 普 防 疫 知

识……连日来，我省各地乡村干部聚焦

“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积极开动脑筋，

想出了不少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易接

受的妙招实招，全力确保农村地区疫情平

稳渡峰。

在嵊泗县洋山镇，当地乡镇干部结合

“1+3+N”网格队伍班底，在 5 个社区（村）

全覆盖组建10支暖心服务小队，开启“精准

保障+暖心配送”服务，坚持不落下一位村

民。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会耐心开展抗原

自测、居家用药指导等，叮嘱做好防护措

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安吉县上墅乡上墅村，村干部除了

给 60 岁以上老人上门发放“防疫包”外，

还通过农民信箱发送防疫提醒短信，利

用垃圾清运车“小喇叭”流动播报防疫提

醒。

在兰溪市永昌街道沈家村，该村为6位

重点独居老人安装了摄像头，通过数字化

监控，实时掌握独居老人健康状况，及时做

好健康服务。

“三农”基层干部的诸多得力服务，聚

起了民心、温暖了人心，切实提升了各地农

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我今年67岁

了。早几天村里给我发了‘防疫包’，里面

有退烧药、口罩、消毒液等，很齐全。”杭州

市萧山区河上镇里都村村民谢少云告诉记

者，政府的举措很实在，增强了他抗击疫情

的信心。

（紧接第1版）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

印发《关于设立农业文化遗产（农耕文化）专家组

的通知》，标志着全省农业文化遗产（农耕文化）

专家组正式成立。这也是我省为打造农业文化

遗产高地，在全国率先推出人才支撑服务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的重大机制创新。

全省农业文化遗产（农耕文化）专家组由15位

来自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校以及基层一线，从事

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研究、实践的专家组成。还聘

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闵庆文，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农村

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曹幸穗等两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顾问。

专家组成立后，将围绕打造农业文化遗产高

地开展一系列工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和业务主

管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论证服务。同时，将开展农

业文化遗产理论与政策课题研究，适时组织相关

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总结推广各地成功经验和

做法。

“对各地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保护与发

展规划编制，以及农耕农事博物馆建设等，专家

组都会协助指导。”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业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专家组还将为现有的37个首批浙

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名录及14个全球、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监测评估工作提供

人才支撑。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农耕文化）
专家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