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7日，德清县新安

镇开展第二届劳动技能大

赛，选手们通过参加厨艺、

消防、育婴、插花等项目的

比赛，共同切磋技艺，提高

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迎

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到

来。图为在新安镇新桥

村，参赛选手在比拼面食

厨艺技能。

王树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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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春雷”，
为何能威震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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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4月25日至26日，省委网信办、

省农业农村厅在开化县召开全省数字乡村引

领区建设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

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的决策部

署，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创新突破，高水平建

设数字乡村引领区，打造更多硬核成果，展现

示范先行的浙江担当，为全国提供更多浙江方

案、浙江经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

办主任张才方，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数字乡村建

设工作。去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数字

浙江”战略部署，推动在农业农村领域、乡村广

大腹地纵深延伸、提质扩面，着力加强数字技

术推广应用，优化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大力提

高乡村数字化生产力，全力抢占数字乡村制高

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

一，数字乡村建设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会议强调，建设数字乡村引领区是我省乡

村振兴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制胜一招，是数字

浙江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打造“重要窗口”、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一步。今年是实施

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的开局之年，要牢牢把握

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的工作重点，聚焦顶层设

计、深化改革引领、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数字赋

能、夯实发展底座、弥合数字鸿沟、繁荣网络文

化等7个方面，形成多元攻坚格局，推动乡村

实现数字治理，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迭代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群众数字素养，

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始终保持全省数字乡

村建设开新局、走前列。要形成数字乡村引领

区建设的强大合力，确保组织协调更加有力、

履职尽责更加扎实、宣传推介更加有效，努力

交出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的高分答卷。

会议指出，推进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要

坚持把提质数字经济作为工作主线，把打造农

业农村数字化改革变革高地等五大高地作为

战略定位，把实施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行动等

六大行动作为关键抓手，把实现群众可及作为

价值追求，全方位落实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

“一号发展工程”，加快探索出一条数字赋能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浙江路径。

会议强调，要树好创新争先“风向标”，全

面深化试点示范，不断探索实践创新路径，充

分释放引领区建设的示范效应、溢出效应。

要激活变革重塑“动力源”，全面做实数字应

用，深化“乡村大脑+浙农应用”建设，不断提

升农业农村迈向现代化的手段、方法和能

力。要打好创新提质“组合拳”，全面壮大数

字经济，加快重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有效提振乡村产业活力。要把

准泛在可及“关键点”，全面提升治理服务，

围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目标，找准关键突破点，加快数字化服务与治

理向乡村延伸。要强化提能升级“基础桩”，

全面夯实发展底盘，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和数字化新人才对数字乡村的基础性支

撑作用，积极打造幸福生活共同体。要唱响

数字乡村“协奏曲”，全面营造浓厚氛围，进

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画出“同心圆”、唱响“协

奏曲”、传播“好声音”。

会上，杭州市、平湖市、开化县、遂昌县4

个市、县和浙江电信等2家企业的负责人作交

流发言。25 日下午，与会代表来到开化县华

埠镇金星村、池淮镇芹源村、音坑乡下淤村等

地，现场考察调研当地数字乡村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4月26日，

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3

年浙江省海洋捕捞休渔

禁渔规定通告》（以下简

称《通告》）。《通告》明确，

自5月1日12时起，全省

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

型渔船，及为捕捞渔船配

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将

统一进入休渔期。其中，

小型张网渔船开渔时间

为 8 月 16 日 12 时，其他

作业渔船开渔时间为 9

月16日12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浙江省渔业

管理条例》和《农业农村

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

渔制度的通告》（农业农

村部通告〔2023〕1 号）有

关规定，今年对单船桁杆

拖网（桁杆拖虾）、笼壶

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

等四类渔船的休渔时间

作出调整，从过去的8月

1日12时结束休渔，延长

至9月16日12时。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渔业发展处了解到，如

有桁杆拖虾、笼壶类、刺

网和灯光围（敷）网4种作业类型的渔船

需在伏休期间申请开展虾蟹类、中上层

鱼类等资源专项捕捞的，均需上报农业农

村部批准同意。“捕捞许可证核定两种作

业类型或一种作业类型两种作业方式的，

只要其中一个作业类型处于休渔期内，则

该捕捞渔船仍要进行休渔。”省农业农村

厅渔业发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所有申请

捕捞许可证的渔船，不得在休渔期间实施

作业变更。

《通告》指出，所有渔船原则上应当

回所属船籍港休渔，因特殊情况确实不

能回船籍港休渔的，须经休渔地和船籍

港所在地县级渔业主管部门协商，经设

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渔业主

管部门确认。外省籍渔船来我省休渔或

我省渔船跨省去外地休渔的，须经休渔

地和船籍港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协

商同意。

百亿茶产业的躬耕之路
——新昌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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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开化召开

高水平建设数字乡村引领区
展现示范先行的浙江担当

□本报记者 杨怡

春光似锦，茶味清欢。四月的新昌，满目

翠绿，茶山上云雾氤氲，透出阵阵清香。指尖

翻飞的采茶工、人头攒动的中国茶叶交易市

场、实时更新的“茶产业大脑”驾驶舱……处处

是一派繁忙景象。

近2000 年前，《搜神记》曾对新昌野生茶

“大茗”作过记载。东晋时，一名高僧在此煮茶

讲经，由此开创了人们植茶饮茶之风。20世纪

80年代初，发展名茶生产致富的曙光照到新昌

大地，该县通过转型发展名优茶等创新举措，助

力“大佛龙井”“天姥红”“天姥云雾”等名茶破茧

而出，让千年茶香越发浓郁。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新昌县农业领域的第

一大富民产业。数据显示，新昌县有茶园面积

15.3万亩，从业人员达18万人。去年，全县茶

产业链总产值超96亿元，交易总额近63亿元。

这片叶子，掩映了新昌万千茶农因茶致富

的幸福笑脸，也昭示了新昌践行“三茶”统筹发

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绿色生态产好茶
新昌县地处浙江东部，四季分明，全年光

照充足且雨量充沛。这为发展茶叶生产提供

了优越条件。“我们县内的茶园主要分布在海

拔200到700米的丘陵台地和山地之中，常年

云雾缭绕。”新昌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站长周

竹定介绍，这就像给茶园加上了一道天然的

“绿色屏障”。

优异的环境资源为当地茶叶增加了“含金

量”，新昌县却依旧对“后天努力”不曾懈怠。

走进位于新昌县东茗乡后岱山村的茶园，

园内各式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让人眼前一

亮。绿油油的茶园中，每隔一段距离都安装了

智能杀虫灯，茶园上空5架喷洒植物源农药的

无人机正在飞防作业。

“一架无人机可以携带20公斤药水，续航

时间为20分钟左右，可以喷10亩左右的茶园，

一天可以喷200亩左右！像这片1500亩茶园，

用5架无人机，一天半就能喷完。”后岱山村村

委会副主任梁伟良说。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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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甜瓜品种
为啥这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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