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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泰

顺县泗溪镇西地村

的杨梅基地里，来

自温州市农科院的

果树专家谢志亮现

场为当地果农讲解

杨梅树修剪技术。

泰顺县现有杨梅种

植面积4.5万亩，其

中 去 年 新 增 6000

多亩。

周汉祥 摄

技术培训技术培训
进基地进基地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3月16日下午，全省“送农业

科技下乡 助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活动启

动仪式在余姚市举行。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在出席

活动时强调，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

重要论述，树立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

提升的鲜明导向，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迭代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369”行动，高

质量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工

作，努力交出新一年农业农村工作高分报

表。宁波市副市长杨勇，省农科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林福呈，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唐冬寿，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

郭峻等出席。

此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

省农科院、浙江日报社、省农发集团、宁波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现场设有新品种新技

术、放心农资、农业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

数字农业、金融服务、政策法规等咨询展示

区，农技专家现场“坐诊”，为农户“把脉支

招”，服务内容丰富，“干货”满满。

王通林指出，春季是决定全年农业生

产总体布局、优化种植结构的关键时期。

各地要在粮食生产上有“力度”，进一步强

化政策保障，落实好规模粮油种植补贴等

扶持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土壤

健康行动，持续提升耕地质量，让农民多种

粮、有钱赚；要在农技推广上有“精度”，充

分发挥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优势，加快

突破一批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培育一

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节粮、宜机宜

饲、专用特用新品种，打通农技推广应用

“最后一公里”，让农民挑上“金扁担”；要在

为农服务上有“温度”，扎实开展“大走访大

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深化落实“三联

三送三落实”长效机制，把技术要点、惠农

政策、放心农资、市场信息等及时传递到农

民群众手中，以高质量的服务、高精尖的技

术、高含金量的政策，回应群众期盼，解决

燃眉之急。

启动仪式上，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

社、省农科院等单位向当地农民赠送了种

子、配方肥等农资“大礼包”，种粮大户代

表、农业行政执法队员代表等作表态发

言。现场还举行了“浙农技”应用上线发布

仪式、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结对帮扶山

区26县出征仪式和全省“绿剑”护农保春

耕系列执法行动出征仪式。

启动仪式后，王通林带队调研指导当

地春耕备耕工作，先后走访了余姚市上塘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和余姚市康绿蔬菜专

业合作社，详细了解早稻育秧技术、水肥一

体化技术、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农机装备

研发等情况。他强调，各地要全力做好春

耕备耕期间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

保障工作，确保供应充足、质量可靠、保障

有效。要鼓励支持涉农企业和科研单位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加农机品种种类，

满足农民不同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

率；要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采用绿

色、高效、生态种养模式，更好运用新技术

新装备赋能农业发展，为守护好我省“米袋

子”“菜篮子”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近日，

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 2023 年高水

平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实施意见》，继

续以省委一号文件

形式指导全省“三

农”工作（全文见今

日4—5版）。3月16

日上午，省委一号文

件新闻发布会在杭

州举行，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省乡

村振兴局局长王通

林作主发布并回答

记者提问。省委办

公厅副主任方毅，省

委农办副主任，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蒋伟峰答

记者问。

记者了解到，今

年省委一号文件聚

焦共同富裕大场景

下的乡村振兴，锚定

高效生态农业强省

建设目标，结合省

情、民情、农情，就做

好今年高水平推进

乡村振兴的目标任

务、重点工作和具体

举措，作出针对性部

署安排。文件整体

框架为“1331”，即 1

个 总 要 求 、3 条 跑

道、3项支撑、1个根

本保证，共8个部分、32条，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稳供

给、抓振兴、促融合、强保障。

稳供给，就是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抓振兴，就是坚持农业

“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三条主跑道，高水平推

进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让农业更

强、乡村更美、农民更富。促融合，就是以县域内城

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强

保障，就是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为主抓

手，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

记者注意到，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把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作为头等大事、摆在首要位置，提出

全面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1520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124亿斤以上。

同时提出，严格“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实施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

范区建设行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浙江将锚定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建设、农村基本

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等目标，

深化农业“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行动，实施

“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新“三大革命”，持

续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促进农民持续普遍

较快增收，加快山区海岛乡村发展步伐。重点提升

县城产业平台集聚、基础设施支撑、公共服务保障

和生态环境承载“四大能力”，进一步发挥县城集

聚、辐射、带动作用，支撑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重点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文明善治和共同富裕“四大提升”，推动乡村加

快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

活；重点完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和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机制，推进乡村营商

环境、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新型农业

经营体制等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3月16日，省“三农九方”科

技联盟结对帮扶山区26县出征仪式在余

姚举行。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向来自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省科协、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中

国水稻所、省农发集团、浙江大学等省“三

农九方”科技联盟成员单位的19支科技服

务团队授旗，这标志着省“三农九方”科技

联盟结对帮扶山区26县活动正式启动。

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由省农业农

村厅牵头，联合省农科院、中国水稻所、浙

江大学等 19 家科研单位组建，建立了教

授、研究员、农技专家、乡土专家协同发

力，以科技示范基地为主阵地，以辐射带

动农业科技示范户为主抓手的农技推广

新模式。

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将重点聚焦山

区26县发展需要，组建百个专家团队，整

合千名农技专家，驻点服务1000个乡镇、1

万家新型经营主体，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

同的专家团队帮扶体系。如省农科院将重

点帮扶武义县食用菌产业，研发创建优质

香菇工厂化生产技术，建立由企业负责菌

棒生产、农户负责出菇管理的“1+N 双百

共富”模式，推广菌粮轮作、羊肚菌设施高

效栽培技术，助力菇农收益倍增；中国水稻

所将充分发挥院士团队作用，帮助仙居县

引进优质高产水稻品种，并开展优质稻无

人机精量直播等机械化提质增效栽培技术

示范推广，提升种粮效益和稻米品牌知名

度；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将为磐安县茶

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开展古茶树资源的保

护与利用，培育茶树新品种，研发茶叶深加

工产品，增加茶叶附加值。

“我们将发挥食品科学、生物工程和机

械等学科优势，利用地方技术转移中心这

一优势平台，为山区26县发展提供强大科

技支撑。”“我们将通过聚焦科技支撑和技

术培训，推广应用种养新技术、新模式，帮

助农民增产增效，并充分利用科技特派员

机制，实现精准支持。”……多位科技服务

团队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已

累计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协作计划 464 项，

牵头完成的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

集成并示范推广了“水稻叠盘出苗‘1+N’

育供秧技术模式”“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

等20项重大科技成果，示范面积超120万

亩，带动科技示范主体3.2万余户，培训农

民 260 余万人次，实现经济效益 98.58 亿

元，有力推动了我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位

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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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头送服务 科技护春耕

全省送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余姚举行
王通林出席活动并讲话

这场出征不简单
百个团队千名专家将扎根山区26县千个乡镇服务万家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