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2023年4月15日 星期六 2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管
农村信息报社主办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
举报电话：0571-86757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7
通联服务部：0571-86757198

社址：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 邮编：310020
投稿邮箱：ncxxb@126.com

印刷单位：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329号

编辑：曹丽娟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9 E-mail:dawn306@163.com

迎亚运 助共富

绍兴举办乡村系列体育赛事
首站比赛长三角挖笋大赛热闹开场

慈溪天元村村歌获全国村歌大赛一等奖以竹为媒引客来，体农融合助共

富。4月9日上午，来自上海、江苏、

福建和杭州、温州、嘉兴及绍兴等地

的 7 支代表队、200 多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欢聚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共

赴一场“笋之约”，参加由绍兴市体育

局和绍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的

“迎亚运 助共富”长三角挖笋大

赛。这是绍兴市推出“迎亚运·助共

富”六站乡村系列体育赛事中的首站

比赛。

这次比赛地点在位于萧绍古道

边的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莲东村，比

赛时长 90 分钟。根据比赛规则，按

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挖到的单颗笋

重量比高低。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

出获奖者 10 名，其中第一至第三名

分别给予 588 元、388 元、188 元的现

金红包及证书，第四至第十名给予价

值88元奖品。

来自杭州的吴建

兰是一名马拉松爱好

者，她说，这次她和俱

乐部 30 多位“跑友”

一起组团参赛，提前

一天到达绍兴，当天

搭帐篷露营，第二天

行走萧绍古道、参加

挖笋比赛，最终她夺

得挖笋大赛第三名，

感觉非常棒。“第一次

参加这样的融农赛

事，体验的确不一样，

有 新 意 ，感 觉 特 别

好。”比赛现场，来自

上海的盛先生表示，

希望下次还能参加类

似活动。

负责运营本次赛

事的中体公司董事长曾剑锋说，考

虑到接待、场地、安全等因素，此次

挖笋大赛参赛名额限定200名，但报

名贴发出后，实际报名的有三四百

人。“名额供不应求，说明‘体农融合

’的赛事大家都喜欢，这也给我们接

下来承办涉农赛事积累了经验、指

明了方向。”曾剑锋说。

“体农融合”的赛事，不仅受到广

大参赛者欢迎，还为当地农民增添了

一条增收途径。莲东村党支部书记

柯国权算了一笔账：这次挖笋大赛，

赛事组委会向村民租赁笋园 22 亩、

挖笋锄头120把，让村民增收2万余

元。另外，还为村里民宿带来客流，

带动农产品销售。柯国权说，这场比

赛可为村里带来10多万元收入。

开办这样的赛事，主要是以体育

为媒，促进体育休闲与特色农业相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绍兴市体育局产业处处长、四级

调研员倪小龙说，今年绍兴市首次推

出“迎亚运·助共富”六站乡村系列体

育赛事，是根据该市各县（市、区）的

地域资源和农业特色设计的，每个县

（市、区）一站。这次是首站比赛，接

下来将分别推出采玫瑰大赛、摘杨梅

大赛、摘桃形李大赛、露营嘉年华及

采珍珠大赛等融农赛事。“参赛者主

要面向长三角地区，每站参加人数不

少于200人，其中市外运动员占比不

低于50%。”

届时，绍兴市将对本年度在该市

乡村主办（承办、协办或运营）的体育

赛事，评出“十佳”，以鼓励所属各县

（市、区）因地制宜开展乡村体育赛

事，实现办赛聚人气促消费、助共富

促振兴的目的。 冯建华

（上接第1版）

今年2月，开化县农业农村局联

合县市场监管局在开化龙顶名茶市

场内设立了茶叶快速检测中心，对进

入市场的茶叶开展免费检测，守好茶

叶到消费者手上的最后一道关。

徐谷新在市场里经营着一家名

为“梅岭茶业”的专营店，他告诉记

者，自3月初开采以来，已卖掉2万

斤干茶。“有了茶叶快速检测中心，

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更让顾客吃

下了‘定心丸’。”徐谷新笑着说道，

茶叶质量有了保障，价格也水涨船

高，“同等质量的干茶，去年市场批

发价 300 元左右一斤，今年要卖到

400元以上。”

“快速检测中心重点检测茶叶

的水分、重金属和农药残留三个指

标，每天中午前出具检测报告，每日

最大检测量可达300批次。一旦发

现质量有问题，由市场监管部门及

时介入处理，第一时间停售产品，杜

绝不合格的茶叶流入市场。”开化县

茶科所副所长金翠表示，“开化龙顶

茶从茶园到茶杯的品质闭环管理，

确保每一罐茶叶都经得起检验。”

从品种到产品，科技赋能提质量
开化县石板桥茶场负责人项彩

进，是开化茶叶主产区池淮镇鼎鼎

有名的种茶卖茶“老把式”，深耕茶

产业30余年，深谙产业发展门道。

在他看来，开化龙顶茶要做成

一杯既好看好喝又好卖的茶，茶树

品种尤为关键。“这几年我尝试改种

了‘龙井43’等品种，每斤鲜叶能卖

到100元左右，比老品种高出20元，

产品也更畅销了。”

项彩进的实践与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的做法不谋而合。“培育适制

‘开化龙顶’的茶树新品种，是广大

茶农的需求和期待，也已成为推动

开化茶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吴水

女表示，目前已初步选育了“中龙

22”“中龙 113”“中茗 2807”等新品

种，都展现出了较好的品性，这为当

地迭代更新茶树品种提供了更多选

择。

在浙江云翠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智慧茶园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和装备的应用，让茶园管理更加科

学高效。“我们应用大数据、物联网

等技术，建立智慧茶园综合管理系

统，实时在线监测茶园温度、湿度和

病虫害等，大大提升了茶园现代化

管理水平。”汪洋介绍，他们在 100

余亩有机茶园内设置了5台监测设

备，只需打开超声波杀虫系统，就能

干扰害虫，阻断繁殖链，实现物理灭

杀。

开化县红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廖

明兴则把茶叶标准化生产看得很

重。“做高端茶，品相和品质都很重

要，只有靠机械强农，才能实现标准

化生产，炒制出外观一致、品质统一

的茶叶。”今年，他又提能升级了茶

叶加工线。“有了这些新机器，温度、

火候等茶叶炒制关键因子都实现了

智能化控制，真正确保了品质。”廖

明兴表示。

作为一名年轻的茶人，汪洋对

新技术新产品有天然的亲和力。

“年轻人正在成为新式茶产品的消

费主力，茶产品创新研发的脚步必

须跟上。”汪洋介绍，公司新推出的

玫瑰红茶、蜜桃乌龙等高品质袋泡

茶、冷泡茶，打破不少年轻人对传

统茶产业的固有印象，在圈内已小

有名气。

从茶叶生产到茶园管理，新技

术新品种的应用为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目前，开化县

已有 16 家规模茶企（专业合作社）

通过“SC”认证，已有不少像“云翠”

一样的企业正在实现从“靠天吃饭”

到“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我们将

通过建设县域‘茶产业大脑’，打造

龙顶茶智治体系，真正变绿叶为金

叶、变优势为胜势、变跟走为领跑，

努力实现由名茶之乡向茶叶强县的

转变。”吴水女说。目前，“开化龙顶

一件事”平台已上线应用主体1000

余家，通过平台订购通用包装9.3万

套，申领茶标7.5万个，申报个性化

包装6.3万套。

从品牌到文化，统筹发展促振兴
茶产业是开化县名副其实的富

民产业，全县现有茶园 12.5 万亩，

2022年茶叶产量3314吨，产值13.34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3.5%。

以茶富农，以茶兴县。“龙顶兴则

开化兴！”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开化县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开化县

县委书记夏盛民这样说道。

为高质量推进茶产业振兴，开

化县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和举

措。产业“龙头”浙江龙顶茶叶有限

公司的成立，将从县域层面重塑产

业格局。“我们将通过兼并收购、联

合重组等方式，打破低、小、散的局

面，统一打造开化龙顶品牌中心、标

准中心、技术中心、市场中心，整合

规范开化龙顶茶生产、加工、品牌等

环节，推动品牌价值持续跃迁。”公

司总经理黄小军表示。

今年3月举办的首届开化龙顶

茶文化节，更是让“开化龙顶”火出

圈。采茶、炒茶、沏泡、斗茶等各类

茶事活动层出不穷，强势进入全国

消费者视野。

在活动现场，千万资金振兴龙

顶启动仪式更是震撼人心，“百万奖

励征集包装设计”“百万资金征集营

销策划”“百万稿酬编撰龙顶丛书”

“百万征集龙顶宣传创意”“百万薪

资聘请首席专家”等“六个百万”系

列活动，拉开了全方位重塑“开化龙

顶”品牌的序幕。开化县还组织开

展茶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家庭”活动，把茶馆、茶楼

作为弘扬茶文化的主阵地，建设一

批有鲜明茶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景观

和茶文化街区，让一批城市茶艺馆、

主题茶馆、茶体验馆、乡村茶馆走进

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文化

活力，让这片“金叶子”更有文化味、

共富味。

“开化龙顶茶振兴是一个系统

工程，我们不仅要借力文化打造‘开

化龙顶’IP，还要通过强链补链延链

深度挖掘茶叶价值，推动‘三茶’统

筹发展，让‘开化龙顶’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演绎好‘一片叶子富了一方

百姓’的生动故事。”吴水女说。

□本报记者 郑亚楚

（紧接第 1 版）数字监管要再升

级，充分发挥“浙渔安”等海上

智控平台作用，加快研究增设

“1510”督导检查工作机制的数

字化应用场景，提升预警处置

能力。工作作风要再优化，真

抓实干、直插一线，做好政策解

读和宣传，赢得理解和支持。

救援能力要再提升，做到早发

现、早救援、大联动，把事故险

情影响降到最低。

王通林要求，当前伏季休渔

期已临近，要着眼东海区伏休制

度调整新形势，加快研究制定伏

休整治攻坚方案，应时而动、随

机而变，确保伏休调整第一年渔

区秩序稳定、系统治理进展顺

畅。

会议通报了一季度全省涉

渔船舶事故险情和“1510”督导

检查工作开展情况。省应急管

理厅、省交通运输厅、浙江海警

局、浙江海事局有关负责人，省

及沿海有关市、县（市、区）涉海

涉渔专委办、渔业执法机构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前，王通林一行来到舟

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渔业管理服

务中心、沈家门渔港等地，考察

调研当地“1510”督导检查机制

落实、基层渔船管理服务、“大

综合一体化”海洋执法改革、安

全示范船建设和渔港管理等工

作。

开化龙顶：竞逐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本报讯 4月8日，2022中

国村歌大赛总决赛在河北落幕，

我省斩获颇丰。经激烈比拼，慈

溪市周巷镇天元村带去的村歌

《美好的日子唱着过》斩获一等

奖，松阳县大东坝镇蔡宅村村歌

《客家石仓》荣获三等奖。此外，

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村歌《在

桃园等你》获创意奖，慈溪市白

沙路街道轻纺村村歌《城里的村

庄》、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村歌

《早上好》获人气奖。

村歌创作、传唱蔚然成风，

折射出我省对农村文化阵地建

设的不懈努力。从 2013 年起，

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目前已超过 2 万家，

已实现全省 500 人以上行政村

全覆盖。我省还提出建设“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进一步

激活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潜能。

每年还举办“我们的村晚”“我

们的村歌”等活动，聚焦“农民

演、农民看、农民享”，让群众共

享文化空间、乐享文化盛宴。

“我省将进一步放大乡村振

兴的文化价值，在共同富裕中实

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

现文化先行。”省委宣传部宣教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