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本报记者 唐豪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已

过，万物生发，春耕生产也由南往北陆续

展开。在浙江的田间地头，锄头已越来越

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翻耕机、高速插秧机、

无人机等现代化科技设备。

连日来，乐清市绿农水稻专业合作社

的4条育秧流水线全线开动，每天育秧三

四万盘。“这4条育秧流水线非同一般，满

负荷运作一天，一条流水线培育的秧苗可

供应600多亩粮田，比一般流水线增加100

多亩。”合作社负责人包碎云说，“我们的

育秧流水线是经过专业改造的，使用的是

不锈钢材质，齿轮不易生锈，履带不易卡

住，不仅耐用，而且育秧速度快、质量好。”

包碎云透露，目前合作社已接到50万盘秧

苗的订单。

绿农合作社这套作业强度大、自动化

程度高的育秧流水线，是在乐清市农机发

展中心专家黄荣亮的指导下完成的。黄

荣亮表示，这套育秧流水线的最大特点是

作业量可随时调整，完成作业后，由机械

臂统一装车，既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效

率。

借助科技化、机械化设备，乐清市春

耕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我们正在建设17

个粮油绿色高效模式创新示范基地，让更

多先进科技、机械装备在标准化农田上落

地。”乐清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

科的卓高强说，今年1月初，乐清市对冬闲

田开展土壤改良试点，以机械代替人工，

施撒石灰，精准定量，为农作物提供更有

利的生长环境。

素有“浙北粮仓”之称的嘉兴，农户们

也在紧锣密鼓地备战春耕生产。在桐乡

市石门镇的石门湾农事服务中心，一台翻

耕机正在翻耕秧田，为水稻秧盘移栽做好

准备。“这可不是普通的翻耕机，它配备了

北斗终端设备，可以通过终端平台设计的

路线，自动完成翻耕，作业完成后还会自

动入库。”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顾问沈金泉

说，安装北斗终端设备，不仅解决了用工

紧张的问题，而且方便最终数据的搜集和

统计。该农事服务中心的插秧机、收割机

等大型农业机械，均安装了北斗终端设

备。“这些插秧机，还具备除草、施肥等功

能，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沈金泉说。

嘉兴市农情监测与信息中心负责人

罗金飞介绍，目前，嘉兴市安装北斗终端

及辅助驾驶系统的农业机械共有1619台，

农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不仅如此，嘉兴市还不断迭代升级集

补贴申领、农事服务、田块管理等服务于

一体的“种粮宝”手机软件，让农民种粮更

轻松。今年，嘉兴市将通过备案的13家供

应商、26家生产企业、69款产品加入“种粮

宝”配方肥供应大厅，丰富“种粮宝”服务

内容。截至目前，“种粮宝”平台配方肥销

量达12741吨。

如今，现代化科技设备早已在春耕生

产中唱“主角”。前不久，在杭州市临安区

湍口镇举行的该市春耕备耕农业科技下

乡服务活动现场，一台四臂伸展、直径约

1.5米的植保无人机引起大伙注意。杭州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台无人

机的综合喷洒效率达到285亩/小时，是人

工的 20 多倍，能大大节约时间和用工成

本。湍口镇三联村党总支书记方刚表示，

在科技的助力下，现在的种粮模式也从

“小而散”转变为“大而精”。

良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近日，金华

种粮大户洪卫国开心地向省农科院专家

报喜：“今年的绿肥长得好，出苗整齐。采

用委托生产方式，不用自己操心，效果看

得到。”

原来，随着我省“非粮化”整治有效推

进，近些年金华市新增农田20多万亩，但

这些农田表土有机质缺乏，水稻产量比正

常稻田低。于是，金华市委托省农科院国

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由后者提供全程绿

肥生产技术服务，包括种子、翻耕、开沟、

播种等，确保冬季绿肥种植成功。金华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浙中稻

区，利用冬闲田种植绿肥已成为提高水稻

产量、减肥增效、培肥土壤的重要措施。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农业“双强”行

动，强力推动产学研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高效破解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问题，打

通农业科技转化“最后一公里”。省农业

农村厅近日还下发2023年浙江省“三农九

方”农业科技协作计划“揭榜挂帅”项目实

施计划，重点围绕粮油、蔬菜、畜牧、水产

等十大主导产业设立项目70个，涉及项目

资金4000万元，以科技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

33月月66日日，，仙居县埠头镇农民操作小型农机进行开沟仙居县埠头镇农民操作小型农机进行开沟、、覆土覆土，，种植土豆种植土豆。。 王华斌王华斌 摄摄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春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

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谁

种粮谁受益，谁多种谁多得”，在政策赋能

提振粮农种粮信心上持续加码，为全省粮

食增产保驾护航。今年的春备耕情况如

何？政策激励多不多？为此，记者来到绍

兴、湖州等地，一探究竟。

３月８日，见到嵊州市周丹家庭农场

负责人周丹时，她刚向种子公司定了 350

公斤早稻种子。“每亩地政府最高补助290

元，去年种粮收入50多万元，不比我之前

干外贸差！”周丹信心十足地说，“今年打

算扩大种粮规模，这不，刚购买了一架农

用无人机、一台收割机和一台耕作机。”

今年，我省将继续实施一系列常态化

补贴政策。在种粮方面，省级规模种粮

补贴每亩直补120元，继续实行种粮补贴

动态调整机制，省财政对订单收购的小

麦、早稻、晚稻每百斤分别奖励 30 元、30

元、20 元。在农机购置方面，仍实行“自

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

直补到卡（户）”的操作方式，对水稻插秧

机、谷物烘干机等实行累加定额补贴，购

机者年度内可享受补贴资金实行总额限

制，其中中央资金个人不超过30万元，农

业生产经营组织不超过 80 万元，省级以

上示范性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不超过100万元；省级资金个人不超

过 15 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超过 50

万元。“2023 年，我省计划补贴各类农机

具 5 万台（套）以上，补贴受益农户 3 万户

以上，推动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

79%以上。”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

我省各地在省级政策“礼包”基础上，

还纷纷“加码”，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引

导激励农民多种粮、种好粮。今年，绍兴

市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激励广大种粮

主体提高复种指数，增加早稻种植面积。

绍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加恩同记者

算了一笔“账”：以嵊州市为例，对于种植

早稻的规模种粮主体，在每亩160元种粮

补贴的基础上，另加每亩90元补贴。对种

植早稻后复种连作晚稻的，再给予每亩

160元的直补和新增的每亩200元补贴，其

中，机插连作晚稻且面积50亩及以上的，

再给予每亩50元补贴。也就是说，嵊州市

符合条件的种粮主体最高可获得每亩660

元的补贴，较去年翻了一番。

湖州市则与中国农行湖州分行对接，

推出“共富粮农贷”。“目前，全市共有近

2000 户种粮大户可以申请该项贷款，用

于购买农资、农机，无需抵押物，凭信用

贷款，年利率最低可至 3.55%，最高可贷

100 万元。”湖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说。

除金融“大礼包”外，今年，我省将继

续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性水稻种

植完全成本保险、农业信贷担保等，为农

民种粮“兜底”保本。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对耕地

保护的明确要求。让“良田”真姓“粮”，是

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一直以工业

闻名，近年来坚持“退苗还粮”和农业设

施工程建设两手抓，稳步推进“非粮化”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鼓励多种早

稻、连片种植，马鞍街道今年出台了新的

惠农政策：对“退苗还粮”的新增粮食种

植面积，按第一年800元/亩，第二年至第

五年 200 元/亩/年逐年给予补助。同时，

对村域内规模主体种粮面积合计达到

1000 亩以上的经济合作社，在区级财政

奖励10万元的基础上，马鞍街道再奖励3

万元，3000 亩以上的奖励 10 万元。如此

“豪气”的兜底政策，着实令种粮主体心

动。该街道分管农业的党工委委员葛越

峰底气十足地说：“今年，马鞍街道预计

早稻种植面积在 4200 亩左右，比去年增

加1300余亩。”

在充分用好旱改田，扩大早稻种植面

积上，柯桥区并非个例。周丹所在的嵊

州市长乐镇，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对第一

年承包旱改田的农户，当年亩均产量在

250公斤以上，镇里奖励1280元/亩，让种

粮主体吃下了定心丸。

政策利好层层释放，激发了粮农的种

粮积极性，也稳住了粮食安全基本盘。眼

下，之江大地上，新的耕耘已经开始，新的

丰收正在孕育。

33月月88日日，，宁波市海曙区农户将出芽秧盘有序摆入水田宁波市海曙区农户将出芽秧盘有序摆入水田。。 张昊桦张昊桦 摄摄

三问：政策激励多不多？

四问：科技助力强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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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种粮“四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