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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实践落实上作出表率当好示范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4月6日上午，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学

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系列

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近日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

工作方案》。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既是新时代背景下把握世情党情

民情的迫切需要，也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

然要求。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职工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守好“传家宝”，让重视调

查研究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自觉，做到全员

全系统发动、参与、评议，在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推动实践落实上作出表率、当好示

范。

会议强调，要练就“基本功”，让善抓调

查研究成为看家本领。要坚持“面对面”，

直面问题、直奔基层一线，注重身到、心到、

情到，进一步提升调研质效。要坚持“硬碰

硬”，围绕“创新争先年”和新时代浙江“三

农”工作“369”行动新任务，敢于克难攻坚，

回答好“大三农”统筹整合、粮食安全、农民

共富、城乡提升、数字乡村、生产安全、队伍

建设、打造“金名片”等新时代命题，力求取

得突破性进展。要坚持“心贴心”，注重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与农民群众坐在一起、

聊到一块，甘当“小学生”，善当贴心人，争

当实干家，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会议要求，要营造“新常态”，让大兴调

查研究成为行为习惯。要制度化实施，加

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谋划，建立调研协作

交流制度，构建调查研究的工作常态。要

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节点，形成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成

果化转化，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今后全省

“三农”工作的政策和工作方案。要责任化

闭环，坚持领导率先垂范，班子成员带头开

展调查研究，并纳入“三整训一评价”重要

内容，加强对问题清单销号情况督查督办

和跟踪问效，推动调研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副书记、副厅长蒋伟峰以及有关处室负责

人作交流研讨。

会后，省农业农业厅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

从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高度深刻把握主题教育根本方向，牢

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突出学深悟透、感恩奋进、实干争

先，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

整改、建章立制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加快

出台全省“三农”领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工

作方案，主动想、重点干、出经验，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贡献“三农”力

量。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3 月 28 日，

浙江省粮食安全和推进农

业现代化领导小组农业

“两区”办公室印发《现代

农业园区“百千”工程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我省将加快

重塑现代农业园区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联动推进园村共建、产村

融合、强村富民。计划到

2027 年，建成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15个、省级现

代农业园区 100 个以上，

园区总面积超1100万亩、

总产值达到 2000 亿元以

上。

《方案》指出，到 2027

年，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的

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

将均比周边高 20%以上，

水稻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85%以上；

省级农产品例行风险监测

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96%以上，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92%以上，水产养殖尾水

处理率达100%；带动全省

建成一批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园区内

新型经营主体服务带动小农户覆盖率达到95%以

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当地15%以上，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高于周边20%以上。

根据《方案》要求，今后5年，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将迭代园区规划，对标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全

面优化农业园区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做强园区主

体，园区内每个产业引进培育1家以上省级以上骨

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构建“五位一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造全产业

链，集中打造高质高效农业生产核心区，建设农产

品田头冷库和冷链物流体系，推进主导产业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双强”支撑，支持农业龙头

企业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和创新联合体，培育高端人

才创新团队，建成一批高品质科技示范和全程机械

化应用基地；实施数字赋能，建设一批数字农业工

厂，搭建园区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化生

产、数字化追溯、网络化交易；推行绿色生产，加速

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全域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大力推进农作制度创新，

积极开展低碳农场建设；强化项目建设，建立重大

项目库，率先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地改革，实施项目

资金使用进度月度监测、绩效年度评价；创新共富

机制，健全联农带农惠农机制，构建“农业园区+经

营主体+小农户”的经营机制，引导鼓励农民、村集

体共同参与园区建设，让农民、村集体分享二三产

业增值收益。

《方案》要求，现代农业园区“百千”工程将分阶

段启动实施，我省将优化实化项目库，制定印发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监测评价办法，持续开展优化创建

和提升发展，组织开展园区动态监测和全面评估，

梳理总结先进经验。

“中国绿茶第一市”的隆市之道
——松阳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4月5日，德清县新市

古镇举办第二十五届蚕花

庙会，轧蚕花、祭蚕神、花

轿巡游等多项民俗活动，

重现江南古镇春季民俗庙

会的景象。新市古镇是我

国传统的桑蚕产区之一，

“清明轧蚕花”是当地蚕农

延续千年、祈求蚕桑丰收

的一项重要民间民俗文化

活动，已成为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图为在

当天的蚕花庙会上，“蚕花

娘娘”在撒蚕花。

谢尚国 摄

江南古镇江南古镇
轧蚕花轧蚕花

□本报记者 李曜清

“道人晓出西屏山，来施点茶三味乎；

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这是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居住在松阳的祖谦禅

师品茗对谈时留下的千古诗句。

拥有1800多年建县史的松阳县，茶文

化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就开始出产茶

叶，其“茶龄”和“县龄”相差无几。改革开

放后，作为浙西农业大县的松阳，农业结构

调整起步早，产业特色鲜明，茶叶成为其

“含金量”最高的一张“金名片”。

统计数据显示，松阳县共有生态茶园

15.32 万亩，全县 40%的人口从事茶产业，

50%的农民收入和60%的农业产值来自茶

产业，茶叶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35亿元，

先后获得“全国茶业发展十强县”“中国十

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旅融合十强县”等

20 多个“国字头”称号。位于该县的浙南

茶叶市场更是名号响亮，堪称“中国绿茶第

一市”。茶产业已成为松阳县名副其实的

富民产业。

以茶兴市，发布绿茶价格指数
细捻新芽，藏春千朵。眼下正值采茶

季，在松阳县漫山遍野的茶园间，茶农们穿

梭忙碌着；在位于松阳老县城的浙南茶叶

市场里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全国

各地的茶农、茶人和采购商们齐聚这里，客

商们忙着下单，商家们忙着包装发货，一派

繁忙景象。游客们也慕名来到松阳，游茶

园、品香茶、逛茶市。

走进浙南茶叶市场，只见各家商铺和

展位前围满了人，箩筐里、推车上、展架上

摆满了各色茶叶。每天上午7时，来自全

国各地的茶叶收购商都会早早前来报到，

寻找自己心仪的茶叶——这里集聚了品类

齐全的各种绿茶，以及乌龙茶、白茶、红茶、

黑茶等，还有菊花茶、野菊米、苦丁茶等茶

类产品。

这座外表普通的茶叶交易市场，有

300多间营业商铺，上万个交易摊位，2022

年交易量达8.17万吨，交易额65.39亿元，

连续十多年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被誉为

“中国绿茶第一市”。

这里也是全国绿茶价格指数发布地，

其发布的绿茶价格指数，既反映了茶叶交

易的实时价格区间，也体现了茶叶交易量

走势，成为全国绿茶交易的风向标，让农民

卖得明白，客商买得放心。

透明、规范的交易，引来了更多来自全

国各地的茶商和种植户。“今年浙南茶叶市

场自2月14日开市以来，已有2万余名茶

农、茶商、茶主播进场交易，成交干茶1600

多吨，实现交易额9.8亿余元。”浙南茶叶市

场副总经理谢恺轩介绍说。

“相较于往年，今年来市场的人多了不

少。”来自缙云县舒洪镇的茶商吕晓霞，一

边招徕着来往的客商，一边向记者“炫耀”

她的销售业绩，“今年是个好年景，已经20

多天起早赶到市场卖茶叶了，每天基本上

能卖出100多斤，山东、福建的客商都抢着

要我的货。”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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