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建德市安仁

中心学校的学生们在老师

带领下，来到安仁村小麦

田间，观察农作物的生长

特点，向老农技员学习小

麦培育管理技能，知晓农

事知识。近期，该校通过

春季研学课堂，让学生走

进乡村、深入田间、访问农

户，体验农事生活，感受家

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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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4月20日至21日，全省农业“双

强”推进暨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现场会在

杭州市临安区召开。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在会上强调，全省

农业农村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坚持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大

力推进农业“双强”行动，奋力打造高效生态农

业强省，努力在奋进“两个先行”中走在前列、

勇创一流。

王通林充分肯定了我省农业“双强”行动

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近年来，我省以超常规

力度推进农业“双强”，行动推进架起“四梁八

柱”，技术攻关汇聚强大合力，核心指标再创历

史新高，农业创新形成标志成果，有力推动了

农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王通林强调，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以打

造农业科创高地、建设国家丘陵山区适用小型

农机推广应用先导区为抓手，加快推动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成熟定型，最

大力度推动农业“双强”实现大跨越大突破。

要加快推动种业振兴新跨越，打“实”种业底

盘，做“精”优良品种，育“强”种业产业，全力打

造现代种业发展高地。要加快推动农业科创

新跨越，集中攻关一批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提

能升级一批农业科创平台，持续深化一批推广

服务载体，全力打造农业科创高地。要加快推

动农机支撑新跨越，滚动化开展农机需求梳

理，工程化推进先进适用小型机具研发，集成

化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技术，集群化推进农机

产业发展，加快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

平。要加快推动农业基建新跨越，坚持以六个

“百千工程”建设为抓手，突出系统化实施、项

目化落实、数字化赋能，夯实农业现代化先行

发展基础。

王通林指出，农事服务中心是农业“双强”

的要素集聚平台、服务集成平台、技术推广平

台，要坚持变革重塑，再造精品，把农事服务中

心打造成农业“双强”新的标志性成果。要坚

持规划先行，全域统筹，进一步明确项目定位，

增强集群效能。要建管并举，全速推进，加强

建设指导、加快建设进度、抓实运营管理，高标

准完成区域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任

务。要做强功能，提升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支

持多元主体参与，不断提升农事服务中心“一

站式”服务综合体的服务质效。

王通林要求，要强化专班机制，加强统筹

协调、牵头抓总和督促落实，深化部门合作联

动，发挥专班最大效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

对接，积极争取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指标，引导金

融机构、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要强化

调度考核，加强实时监测、分类调度、亮灯管理、

排名晾晒，推动农业“双强”行动迈上新台阶。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浙江省分行签订联合推动高标准农田和农事

服务中心建设专项合作协议，举行了农业“双

强”重点突破项目“1+1+1”三方合同签约仪

式。省农科院以及杭州、临安、海曙、婺城、临

海、松阳等6个市、县（市、区）作交流发言，首

批省级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主体代表发布了倡

议书。与会代表还现场考察了临安於潜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临安区天目山镇农事服务中

心等。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连 日

来，省农业农村厅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工作部署，深入推

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出

台工作方案，抓好理

论学习，大兴调查研

究，真抓实干推动“三

农”事业发展，引导全

厅党员干部学思想、

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在“创新深化、改

革攻坚、开放提升”主

赛道上彰显“三农”担

当。

主题教育启动以

来，省农业农村厅把

理论学习放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组织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

悟透上下功夫，持续

夯实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 维 护 ”的 牢 固 根

基。厅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第一时间组织

专题学习，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

述，开展研讨交流。省委农办秘书处迅速

组织开展深挖富矿溯源学习活动，组织市

县党委农办梳理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过的

村及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挖掘好、守护

好、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三农”

的宝贵财富。

大兴调查研究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研究制定

《关于在全省“三农”领域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的工作方案》，明确六大调研方向，建立

六项工作制度。结合“三农”重点工作，每

位厅领导牵头1个以上调研课题，带头深入

基层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持续掀

起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热潮。厅各处室和

事业单位结合自身业务领域，有的放矢选

好调研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蹲点调研。

今年是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的“创新争

先”年，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进“重创新、

提质效”等四大行动，以“三农”高质量发

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省畜牧

农机发展中心把保障杭州亚运会作为主

题教育和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召开

会议、实地指导等方式，全力做好亚运马

术项目马匹事务（无疫区运维）组工作。

省植保农药站以“比创新、比技能、比作

风、比业绩、比奉献，争当‘三农’先锋”的

“五比一争先”系列活动为载体，推动主题

教育纵深推进、落实落地。

“留根”育良种 “鸠坑”富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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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林在全省农业“双强”推进暨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现场会上强调

久久为功推进农业“双强”大提升大跨越
在打造高效生态农业强省上再立新功

□本报记者 李军 叶敏

久闻淳安县鸠坑乡有株茶树王，相传已有

800年历史。清明时节，记者终于见到了它的

真容：不愧为茶树王，其树冠面积约达30平方

米。

在淳安车行山道赴各产茶区，入鸠坑、访

浪川、走汾口。透过车窗远眺，漫山的茶园吸

纳山川风露，远离尘嚣浊味，在春雨的洗礼下，

愈发显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茶篷间，不乏

采茶人忙碌的身影，动静相宜，恬淡悠然。

淳安县是浙江省乃至全国最古老的茶产

区之一，拥有2000多年的产茶历史。其西部的

鸠坑乡盛产“鸠坑毛尖”绿茶，是浙江入选国家

级茶树良种中唯一的有性系品种——“鸠坑种”

的原产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淳安县有

关部门持续强化鸠坑茶种的资源调查、收集保

护与开发利用，40年磨一剑，先后育成了“鸠

20”“鸠16”“鸠211”等鸠坑系列茶树新品种（品

系），有力赋能当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前世今生——
好茶有源在鸠坑

“一朝误入鸠坑，忽觉毕生清香。”在浙江，

吃“茶叶饭”的人都知道，鸠坑素产好茶。

“鸠坑茶始于东汉、盛于唐、兴于宋，从唐

朝开始叠续数朝，都是供奉朝廷的‘贡茶’。”行

车途中，相伴而行的淳安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

中心茶叶站工作人员王华建向记者介绍起鸠

坑茶的历史。据他介绍，在唐代陆羽所著的

《茶经》和五代十国毛文锡所著的《茶谱》这两

部茶经中，鸠坑茶都备受推崇。唐代李肇撰写

的《国史补》，把鸠坑茶列为全国十五大名茶之

一。此外，宋代的欧阳修、范仲淹，明代的徐渭

等文人墨客，均对鸠坑茶有过极高评价。

从县城出发约两小时车程，终于来到了采

访目的地——鸠坑乡严村村塘联自然村。沿

着山间小道，拾级而上，在海拔520余米的山坡

上，大名鼎鼎的鸠坑茶树王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是鸠坑发现的迄今为止树龄最长、树

冠面积最大的鸠坑原种茶树，整株茶树约占了

1分地。”和鸠坑茶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鸠坑

乡综合服务中心茶叶专管员王风雷告诉记者，

这棵鸠坑茶树王不仅积淀了鸠坑的茶文化，也

见证了当地的茶产业变迁。其实，在鸠坑乡，

树龄数百年的大茶树还有30多棵。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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