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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 以

来，三门县2.8万余

亩早稻陆续开镰收

割。图为该县浦坝

港镇梅岙村种粮大

户罗叔才驾驶收割

机在抢收早稻。

朱曙光

陈维连 摄

抢收早稻抢收早稻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扫一扫
阅读全文

□本报记者 金国栋 李军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午，省农业农

村厅工作专班半年度例会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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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厅党组要求，创新争

先，砥砺前行，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拼搏的精神，做深做实

专班各项工作，力争出更多硬核成果，奋

力推动专班工作再上新台阶。

王通林在会上充分肯定了专班半年

来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对专班全体同志

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

接下来，要牢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查漏补缺，倒排时间，对标对表，加速

推进，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

王通林强调，要不断抓实工作举

措。工作清单要明，聚焦年度目标任务，

对照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落实

责任，开展每月每周对账，持续传导压

力。督促检查要严，查进展、找问题、促

进度，对工作推进较慢的，及时下发督办

单，定期开展通报约谈。指导服务要准，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持续深化“三联三送

三落实”活动，指导帮助基层打通堵点、

突破瓶颈，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切实

帮助各类主体、农户解难题、促发展。

王通林要求，要持续优化专班工

作。要创新争先，一体推动理念、制度、

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努力形成比学赶

超的工作氛围，以推动工作的新办法开

创“三农”事业的新局面。要强化统筹，

对外要加强与相关厅局的沟通对接，推

进各项支农政策落地落实；对内要强化

协同配合，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对下要

加强指导督促，确保上下一条心、共抓一

件事。要持之以恒，聚焦目标要高、力量

要强、作风要实的要求，敢啃硬骨头、敢

抢艰险滩，形成攻坚破难的整体态势。

要精干精锐，扎实开展“三整训一评价”，

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赛马机制，持续加

强对专班人员的关心关爱，推动激励争

先担当作为。

会上，厅各专班常务副组长汇报了

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

安排。

王通林在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专班半年度例会上强调

创新争先 砥砺前行 奋力推动专班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李军

“今年夏收季雨水少，给我们收割创造

了一个好条件，种植的1250亩小麦全部颗

粒归仓。因为管理到位，加上天公作美，小

麦平均亩产达到350公斤以上！”7月18日

一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杭州市余杭区余

杭街道永安村种粮大户郑孝孝高兴地说。

和郑孝孝一样，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

种粮大户谢建东种植的 2000 多亩小麦也

获得丰收。“我们种植的‘扬麦 33’小麦品

种优，平均亩产超过300公斤，比去年足足

高了100公斤。”谢建东说。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对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意义重大。浙江的

夏粮主要包括冬小麦以及马铃薯等旱粮作

物，其中小麦是“大头”。今年，我省夏粮生

产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今年浙江夏粮种植面积、总产、亩

产实现“三增”。其中，夏粮播种面积303.7

万亩，同比增28.3万亩，占全国增量117.8

万亩的24%，面积增量居全国第二；总产量

16.7亿斤，同比增2.1亿斤，增长14.4%；亩

产275.3公斤，同比增9.9公斤，增长3.7%，

亩产增量居全国第一。

这份成绩单的取得实属不易。在今年

全国夏粮总产、单产稳中略减的情况下，

浙江夏粮生产何以能稳中有进，成功实现“三增”？

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的鼎

力支撑和责任的层层压实。早在今年3月，省农业农村厅

等七部门就联合下发《关于切实抓好2023年粮油生产保

供工作的通知》，层层分解粮油生产任务，将主要指标纳入

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

核等，一级一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夏粮种植面积“扩

容”，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

“浙江严格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今年小麦最低

收购价为每百斤117元，比去年提高2元。同时，我省还持

续落实省级小麦订单每百斤奖励30元的政策。”省农业农

村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人说，收购政策“给力”，加上近年

来小麦行情向好，进一步激发了农户种植小麦的积极性，

各地种植面积扩面明显。

如今年杭州夏粮播种面积增加约8万亩，增幅名列全

省首位。“去年以来，我市全面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油补贴政策持续加码，为全市夏粮

扩面夯实了基础。”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种业处副

处长王国海告诉记者。

除了扩面，单产的提高也是浙江夏粮增产的关键。今

年浙江夏粮单产同比增加9.9公斤，增幅居全国第一。丰

收的背后，充分凸显了“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性。

“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发展，是夏粮

亩产实现突破的关键。”省农业农村厅粮油首席专家王月

星说，去年以来，浙江继续大力推广“扬麦28”“扬麦33”等

小麦新优品种，及时发布增产增效主推技术，实施粮油等

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千方百计挖掘粮食增产潜

力，为夏粮增产夯实了科技“硬支撑”。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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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7 月 21 日，浙江绿茶（兰

州）博览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我省

杭州、湖州、绍兴等10个产茶市、60个产

茶县（市、区）的 197 家骨干茶叶龙头企

业，带着数百款名优茶产品，齐聚“黄河

之都”，充分展示浙江名优绿茶产地优

越、品质上乘、品牌丰富等特色，让更多

消费者深入了解浙江绿茶，进一步提升

浙江绿茶的品牌影响力。

一年一度的浙江绿茶博览会是我省

打造浙江绿茶品牌、全面拓展国内外市

场的重要举措，至今已举办14届。今年

是浙江绿茶博览会首次在甘肃兰州举

办，旨在全面宣传展示浙江茶叶优异产

品品质、知名区域品牌、丰厚文化底蕴、

先进生产技术，在扩大品牌影响力、推动

浙江茶叶拓展西北市场打下良好基础的

同时，进一步加强浙甘两地茶文化和茶

经济的交流互动、合作共赢，共同谱写

“三茶”统筹发展新篇章。

本届绿茶博览会以“浙江绿茶 品

行天下”为主题，浙江绿茶展团设中心展

示区和展销区，面积达2376平方米。中

心展示区重点展示浙江历史悠久的茶文

化、丰富且颇具特色的名茶产品，以及浙

江茶产业数字化改革成果；展销区则有

来自我省的 197 家茶叶龙头企业参展，

参展企业数量为历届之最。“北方人也爱

喝茶。兰州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之

一、茶叶重要集散地，有其他城市无法比

拟的优势。这次来兰州参展，希望得到

更多北方经销商的青睐，进一步拓宽茶

叶销售渠道。”浙江云翠茶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汪洋表示。

在浙茶产业中，绿茶一直保持绝对

主导优势。我省现已初步形成了以绿茶

为主导，红、黑、青、白、黄五大茶类和花茶

为补充的茶类格局。2022年，全省有茶

园面积310.5万亩，茶叶产量19.4万吨、产

值264亿元，绿茶产量、产值分别占全省

的88%和89%，绿茶价格指数、龙井茶价

格指数已成为全国绿茶交易的风向标。

活动现场，举行了浙江绿茶博览会

推选金奖产品颁奖仪式，开展了西施石

笕、磐安云峰、余杭径山茶、新昌大佛龙

井、开化龙顶等茶品牌推介活动。

“浙”茶香飘黄河畔
2023浙江绿茶博览会在兰州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