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9日，在杭州市临安区天

目山镇肇村村，小香薯种植户在田

间直播卖货。近年来，天目山镇抢

抓网络直播带货机遇，组织种植户

开展电商培训，借助电商平台开展

网上营销，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

胡剑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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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半年报数据出炉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7%

7月20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3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半年，全省经济恢复速度有所加快，经

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38717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增速比一季

度提高1.9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1050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

15800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21867

亿元，增长8.4%。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农产品供应有保

障。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猪牛

羊禽肉类总产量58.2万吨，增长10.8%。牛奶

产量增长6.8%，禽蛋产量增长11.9%。水产品

总产量 244.2 万吨，增长 5.6%。生猪存栏

618.6万头，下降0.4%，累计出栏458.8万头，

增长10.1%，其中，能繁母猪存栏66.5万头，下

降0.3%。

消费品市场明显回暖，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9.1%，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3.7 个百分

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乡村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8%和10.5%。居民

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其中，粮食价

格上涨1.0%，鲜菜价格上涨0.1%，猪肉价格

上涨6.0%。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上半年，浙江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4.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新增就业

60.7万人，同比增长1.3%。全体、城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17元、39728

元和 23126 元，名义分别增长 5.8%、5.2%和

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 5.1%、

4.5%和5.7%。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

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 4.7%、6.5%、6.2%和

8.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1.72，比一季

度缩小0.07。 哲农

（上接第1版）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夏粮收成，浙江可

谓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如继续推进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充分

利用数字化等手段，扎实做好小麦赤霉病

等重大病虫害防治，累计防治面积达536万

亩次。此外，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还紧密结

合“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全面组织农技

专家与全省 1.6 万余名规模种粮大户开展

“一对一”挂钩联系，实现服务全覆盖。

人努力，天帮忙。在今年我省小麦生产

过程中，天气也很“配合”。“自去年冬小麦播

种以来，我省天气条件总体正常偏好，冬小

麦基本实现了适期播种，去年11月中旬起，

降水增多，利于缓解旱情，小麦出苗顺利。

今年3月，水分和光照较适宜，有利于小麦分

蘖拔节，保证群体质量和亩穗数的稳定。”王

月星说，“小麦抽穗扬花期，我省又以晴好天

气为主，间有过程性降水，光温适宜，对小麦

的产量形成较为有利，小麦赤霉病偏轻发

生，长势好于上年。”

从今年开始，我省大力推进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夯实增

产基础，推动水稻、油菜单产年增1至1.5公

斤，小麦单产年增 1 至 2 公斤，进一步增强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

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本报记者 杨怡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时候，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的口腹之欲，可

谓不惜代价。如今，随着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的建设和应用，时空对新鲜果蔬的消

费限制已大为降低。

浙江素来是鲜活农产品生产大省，其中

75%的水果、70%的蔬菜、95%的肉蛋奶和90%

的水产品需要低温处理。加强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农产品错峰上

市，提高经营主体议价能力和农产品抗风险

能力，而且在延长农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完善城乡应急保供、促进农民就

业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测算，使用农产品冷藏保鲜设施，可将应

季蔬菜存储期延长5个月左右，水果存储期限

延长6个月左右，中药材、菌类等可常年存储。

近几年，随着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等

鲜活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我省建设农产品冷

藏保鲜设施的步伐明显加快。2021年，我省在

慈溪等4个县（市、区）实施国家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整县推进项目。去年，又在安吉、

平湖、江山等8个县（市、区）实施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试点，旨在从源头

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前一公里”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省共

有产地冷库保鲜设施2008个，总库容610万

立方米，其中22%位于田间地头，与2019年相

比，果蔬、肉类、水产冷链物流率均有所提升，

基本满足了产地部分农产品的冷藏保鲜需求。

但总体而言，我省在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建设上，依然存在设施设备总量偏低、

冷链物流服务网络不健全等问题。为补足短

板，今年3月，我省印发了《浙江省农产品产

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规划》。根据《规

划》，今后5年，我省将投资超70亿元，重点面

向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中药材、肉类、奶

类、水产品等8大类农产品，开展产地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同时加强产地冷链物流服务、标

准、科技、人才、数字等五大支撑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我省产地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水平。

在建设布局上，重点围绕我省鲜活农产

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有的城乡

冷链物流通道节点，实施农产品冷链物流“百

千”工程。所谓“百千”工程，即“百”个中心，

“千”个设施。按照区位优势突出、服务功能

衔接的要求，布局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100

个，新增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2000

个，对现有的城乡冷链物流通道节点作重要

补充，重点增强商品化处理、田头市场、冷藏

保鲜、集散分销等综合服务能力，建强产地冷

链物流田间节点、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前一公

里”，逐步形成“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冷链集散

中心+冷链物流基地+社区配送网点”四级农

产品冷链物流功能布局体系。

眼下，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品质消费、品牌

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拉动多元化、标准化、个性

化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刚性增长，倒逼生鲜

农产品供给从传统流通模式向现代冷链物流

模式发展，为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提高供给水

平、适配新型消费、加快规模扩张创造了广阔

的市场。

各地要坚持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突出重

点、合理布局，统筹推进、分类指导，数字赋

能、绿色高效，联农带农、共同富裕的原则，围

绕补短板、减损失、提品质、增效益，优化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布局，提升技术装备

水平，健全市场运行机制，推动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能力显著增强、产后损耗显著下降、产

销对接更加顺畅，为全面加快建设农业农村

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浙 农 观 察

如何让“冷”设施助力农业“热”起来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3年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以下简称

“国贸基地”）认定名单，我省的杭州富阳杭

富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象山华宇食品有限公

司、浙江丰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发

茶业有限公司、龙游外贸笋厂有限公司、浙

江荣舟海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水

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等7家农产品出口

企业榜上有名。截至目前，我省经认定的国

贸基地已有20个，涵盖水产、茶叶、食用菌、

蔬菜、水果、蜂产品等我省优势出口产业。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农产品出口基地

建设，重点推进国际标准对标应用、海外自主

品牌培育、国际认证认可和出口产业链价值

链提升，培育了一批农业外贸骨干企业，成为

促进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今

年1—5月，全省农产品累计进出口595.2亿

元，同比增22.2%，其中出口157.0亿元、同比

增3.1%，进口438.2亿元、同比增30.9%。

省农业对外合作中心负责人表示，国贸

基地的建设，是贯彻落实我省“一号开放工

程”、助力做大乡村“地瓜经济”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省农业外贸转型升级，

促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有效带动当

地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

我省新添7个国贸基地
助力做大乡村“地瓜经济”

眼下正是云和雪梨成熟采摘季。笔者

从云和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该县新

发展云和雪梨4000亩，是历年来新增种植

面积最多的一年，消费者将有更多机会品

尝到云和雪梨的美味。

据记载，云和雪梨已有 570 余年栽培

史，品质出众，具有果大（最大的雪梨重达5

斤）、肉细、汁多、味甜等特点。云和县现有

云和雪梨种植面积 1.5 万亩，亩均效益达 2

万余元。在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我省首批

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名单中，云和雪梨榜

上有名。

为做大云和雪梨产业，去年，该县启动

实施“云和雪梨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通过低效经济林更新、林地（荒山）调

整种植、套种及规模种植等多种措施，计划

3年内新增云和雪梨种植面积1万亩以上。

县里专门出台扶持政策，对新发展云和雪

梨连片50亩以上的，给予每亩4000元补助；

零星新种植云和雪梨10株以上的，一次性

给予每株50元补助；低收入农户5株起每株

补贴120元。对购买农机具补贴目录外的

雪梨生产实用装备，给予60%的补助；对参

加雪梨产业政策性保险的农业主体，给予

保费90%的补助。民宿和农家乐在房前屋

后种植雪梨，每株补贴1000元。

云和县建立了云和雪梨花粉自制基

地，完善提升二次套袋、平衡施肥、绿色防

控等绿色生态高效生产技术。同时，加强

与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发挥“云和师傅”

技术优势，组建云和雪梨专家库和社会化

服务组织，为云和雪梨生产管理提供优质

技术服务。

根据云和雪梨发展计划，云和县将全

面实施以“六个一批”为主要内容的雪梨文

旅融合工程，即创建一批雪梨休闲观光区

（点）、培育一批雪梨主题民宿（农家乐）、打

造一批雪梨文化展示窗口、建设一批雪梨

乡村节点、选树一批雪梨乡村营运师、培养

一批雪梨文化传承人，形成点线面、村景

业、农文旅融合的乡村共富新业态，构建雪

梨乡村共富大场景，打造具有云和辨识度

的乡村共富“金名片”。 柳晓燕

云和农民发展
绿色“共富果”热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