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3 月 16 日，“浙农技”应用全面上

线仪式在余姚举行。“浙农技”应用首创以农业

高质量发展需求、卡脖子问题攻关为导向的研

发示范推广一体化新机制，提供线上线下一体

化农技推广服务，实现农业生产服务“一站式集

成”和农民培训多元化。

“浙农技”应用通过打造“技术研推、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三大应用场景，打通了技术攻关、

技术推广、技术应用等关键环节的业务流和数

据流，通过流程再造和制度重塑，有效实现了产

学研推全协同、农技服务全集成、跟踪管理全闭

环、省市县乡全贯通、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培

训指导按需化和服务生产精准化。

该应用覆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三大产

业，集成“种子、植保、农资、土肥、畜牧、渔业、防

灾减灾、专家服务、社会化服务”等9个服务子场

景，努力打造成为农服务线上综合体。如在“专

家服务”子场景，设立“春耕备耕”专区，建立“一

对一”服务机制，实现全省1.7万规模种粮大户

全覆盖；在“社会化服务”子场景，已上线社会化

服务组织1020家、规模主体2.6万个，关联10万

余家农业规模主体。

此外，该应用还集成了“浙农优品”“浙农

粮”“浙农种业”“浙农机”等9个应用，新建产业

需求、队伍建设、科技项目、示范推广、专家服

务、社会化服务、防灾减灾、技术培训等8个应用

模块，多跨协同多个省级部门，着力推动实现产

业需求高效征集、科技项目有效结合、团队资源

集中攻关、成果转化应用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

和“农技服务一件事”功能集成闭环。该应用上

线后，每年将实施成果转化项目300项以上，1.5

万余名科研推广专家将为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提供“一对一、精准、便捷”的农技服务。

“浙农技”应用于2022年开发建设，被列为

省数字经济重大应用（重大改革）和省属事业单

位数字化改革首批试点应用，荣获2022年度省

数字经济系统最佳应用。“我们将继续深化与省

农科院的共建共享，与‘浙江乡村大脑’的互联

互通，在推进全面推广使用的同时，持续迭代升

级，让农技推广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智能。”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3月15日，在建德

市大慈岩镇狮山村田

间，党员志愿者在帮

助农民放养小龙虾等

水产品种苗。今年以

来，该镇在狮山村推

行农作制度创新模式

近百亩，在莲田套养

螃蟹、甲鱼、小龙虾及

淡水鱼等水产品，每

亩 预 计 可 增 收 3000

元。 宁文武 摄

莲田套养水产品莲田套养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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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钓

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

这是全国海钓管理领域的创制性立法，旨在规范

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内的海钓行为，促

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海钓活动安全有序

开展。

舟山群岛以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独特的

岛礁自然地貌而闻名，适合海钓的鱼类超过40

余种，每年吸引了约六七十万人次前来体验海

钓活动，被称为“海钓天堂”。

《办法》明确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海钓行为

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并要求生态环境、海事等

其他相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监督管理

工作。为规范海钓行为，保护海钓资源，该《办

法》取消了涉企经营海钓许可事项，细化了海钓

行为规范，明确对保护区海钓资源采取禁钓区、

禁钓期、禁钓鱼种、渔获物标准、渔获物限额等

保护性管理措施等。要求个人在完成海钓活动

安全管理和资源保护等相关规定的学习并通过

考试、满足年龄等条件下，方可申请海钓许可

证。海钓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持证人在海钓许

可证有效期内未违反海钓管理规定的，可在期满

前30日内向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延续期限为

一年。 林上军 王菲

舟山为海钓立法

“浙农技”应用全面上线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春来采茶忙。今春，产自景宁县的“金

奖惠明茶”开采已半月有余，当地茶农在云

雾缭绕的茶山间不断地忙碌着。

“前几年疫情对我们的茶产业影响还

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销售端尤为明显。”景

宁县惠明茶行业协会会长蓝香平告诉记

者，“目前，市场复苏加快，茶叶整体需求呈

上升趋势。”

不同于“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界

大牌，“金奖惠明茶”如同景宁的山水一般恬

静而淡雅。也正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才

孕育了独属它的这份鲜甜——“一杯鲜、二

杯浓、三杯甘又醇、四杯五杯茶韵犹存”。

“我们做过检测，用当家品种‘景白 2

号’生产的惠明茶，游离氨基酸含量可达

7%至 9%，加上其‘兰香果韵’的特点，受到

不少专业爱茶人士的热捧。”景宁县茶产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建平介绍说。

“金奖惠明茶”在历史上曾有过三个“高

光时刻”：1482年，也就是明成化十八年，惠

明茶被列为朝廷贡品，每年贡芽茶两斤；

1915年，惠明茶在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获得一等证书和金质大奖章的最高殊荣，

“金奖惠明茶”的名号由此产生；2010年，惠

明茶在上海世博会名茶评比中再获金奖。

如何再续曾经光芒？“要改变原有低小

散的经营模式，在卖好茶的同时，不断提升

产品辨识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投身茶产业

三十余载的浙江奇尔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叶有奇对此颇有心得。他说，要在浙江这么

多茶叶品牌中杀出重围，必须提炼出自己产

品的核心“卖点”，建立高效、生态、安全生产

经营机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生产模

式，发挥龙头茶企品牌优势，拥抱互联网浪

潮，主动迎接市场变革，才能赢得一席之地。

正是经营理念的转变，曾经只做中高

端礼茶、每斤售价动辄上千元的奇尔茶业，

如今顺势推出3克一包、符合年轻人口味的

轻包装茶，还“触网”开启直播带货。老茶

企焕发新生机。

因为有像叶有奇这样的“老茶人”的坚

守，惠明茶才经历住时间的考验。而像李

云燕这样的年轻“茶二代”的加入，又给惠

明茶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摊青到杀

青，从揉捻到提香……整个环节都可以实

现全自动无尘化生产。”李云燕隔着玻璃向

记者介绍车间里的整套自动化茶叶生产设

备。她告诉记者，小时候每到炒茶季，看到

家人在热锅前熬夜炒茶，总是于心不忍。

若干年后，她和丈夫毅然放弃大城市优厚

工作，返乡成立景宁六江源茶叶有限公司，

投入300多万元，引进这套全自动茶叶生产

线。“这套设备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不仅能

提升茶叶品质，效率也比人工高一倍以

上。”李云燕说。

为做大做强惠明茶品牌，景宁县一边

苦练内功，制定惠明茶地方标准，发布生产

技术规程，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规范地

理标志、产品质量标志等专用标识使用管

理；一边借势外地名优茶企，引进广东宋茶

荟茶业集团合作创立宋茶荟（景宁）供应链

有限公司，从茶叶收购和初加工环节发力，

严把产品质量关，提升惠明茶影响力。

记者从景宁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

县今年将启动《茶产业发展规划暨品牌营

销三年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到2025年，

景宁将实现由“名茶之乡”向“茶业强县”的

华丽转变。

“围绕‘三茶统筹’这篇大文章，我们将

加快建设规模化有机茶园，提升数字化清

洁茶厂，培育一批大型龙头茶企，做强自有

品牌，力争产值突破10亿元。”景宁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金锋表示。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3 月 15 日至 16 日，全省畜牧

兽医工作会议在金华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全省畜牧兽医工作将聚力稳产提

能、创新提质、安全提级、改革提效和能力

提升等重点，力争全年畜牧业增加值增长

3%以上。

过去一年，全省畜牧兽医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

聚焦高质量发展、安全性重构、制度性重

塑、数字化改革、变革型组织建设五个关键

词，生猪增产保供目标全面完成，畜禽种业

振兴取得突破，畜牧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数字畜牧建设成效显著，队伍能力稳步提

升，畜牧业产值达412亿元，同比增4.4%。

会议指出，今年各地要在高效生态农

业强省建设中展现“畜牧先行”的新担当，

把握好抓保供与抓特色协同、优产业与优

产品协同、保发展与保安全协同、强设施

装备与强数智赋能协同、谋政策与谋项目

协同“五个协同”的关系，重点抓好八方面

工作：一是持续提升主要畜产品保供能

力。围绕全省能繁母猪稳定在 65 万头左

右目标，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继续推

进在建场建设，开展养殖场改造提升，加

强养殖粪污臭气综合治理服务指导，加快

特色畜牧业发展，推进畜禽种业振兴。二

是做大做强畜牧产业链价值链。以生猪、

湖羊、家禽、奶牛为重点，丰富产业链和集

群功能，提升供应链韧性，推动品牌增值，

壮大上游饲料兽药企业，力争畜牧产业链

总值在千亿能级以上再上台阶。三是扎实

推进家畜屠宰管理制度改革。贯彻落实

《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把握好时间

节点，加大牛羊定点屠宰工作的宣传力

度，严厉打击私屠滥宰，支持屠宰企业数

字化改造和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打好家畜

屠宰改革这场硬仗。四是全力提升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水平。全力推进“先打后补”，

强化动物疫病监测净化，加强禽流感、布

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全力支持桐庐无规

定马属动物疫病区建设运行，为维护全省

公共卫生安全和杭州亚运会举办营造良好

环境。五是优化提升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体系。进一步完善补助机制、保险联动机

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数字化监管，因

地制宜抓好其他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持

续优化提升“以集中专业化处理为主导、

自行处理为补充、移动应急处理为辅助”

的无害化处理体系。六是深化兽药饲料

“两化”行动推进。加强动态管理、成果转

化和检查监管，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加

快向全品种、全规模养殖场覆盖。七是不

断深化畜牧产业大脑推广应用。迭代“1+

9+1+N”多跨场景应用，加强畜牧产业大

脑能力建设，深化“大脑+未来牧场”模式，

推进业务集成、数据集成和政策集成。八

是建全建强畜牧兽医基层队伍体系。落实

好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方

案，加强岗位练兵，深化政事协同，为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会上，有关专家对新修订的《动物检疫

管理办法》《浙江家畜屠宰管理办法》和规

模养殖场整体抵押贷款政策、生猪价格指

数政策性保险作了深度解读。

今年全省畜牧兽医工作怎么干？
这场会议明确重点

春来茶园又生发

走！去景宁品惠明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