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作风建设事关人心向背，关乎事业兴

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

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俭朴之

风。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结合主题教育

大力推进作风整训，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

刃向内，强化靠实干立身、凭实绩说话、用实

效检验的工作导向，有力提振了干部“精气

神”，展现出了敢于担当、拼搏奋进的新气

象。

当前，我省“三农”事业正处于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

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持续加

强作风建设，坚定“干事且干净、干净加干

事、干事能成事”的勤廉追求，以求真务实、

清正廉洁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

形象、赢得民心。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厚植为民情怀。深

化作风整训，要从思想源头上推动农业农村

系统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

命，厚植为民情怀，不断增强对不良习气的

免疫力和抵抗力，让干干净净干事的心力历

久弥坚。要始终坚守为农服务宗旨，把农民

群众的感受和评判作为作风建设的“风向

标”“晴雨表”，在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落

实”活动中，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以“钉钉子”精神一事接着一事干、一件

接着一件办，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

惠，努力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

“幸福指数”。

大兴务实之风，必须重实干求实效。要

狠抓调查研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当

前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深入群众、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多到困难

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

去，实打实走访调研、面对面听取诉求、心贴

心解决问题，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

把对策提实，切实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解

决问题、推进工作的实际成效。要坚持实干

为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盯上级部署

要求和重点难点工作，主动思考、主动挑担、

主动干事，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

风，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打通

堵点、破解痛点、攻克难点、取得实效。要强

化工作质效，坚持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效

率意识，牢固树立“干就干最好、做就做极

致”的质量意识，对标对表目标任务，高质高

效抓好各项重点任务。

弘扬清廉之风，必须知敬畏守底线。农

业农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始终保持一颗

对党纪、对权利、对人民的敬畏之心，严格遵

守党纪国法和纪律规矩，将自身言行置于纪

律规矩的约束之下，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之下，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真正做到严于

律己，一身正气。要把“廉”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使之成为内心追求和日常习惯，时刻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

友，保持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抵御诱惑，守

住底线，不越红线，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

墙”，彰显“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底色。

深化作风整训，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始终牢

记“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会误事，不廉

不勤必坏事”，始终保持务实清廉的作风，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推动作风大转变、效能大

提升、事业大发展，谱写好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浙江先行新篇章。

浙 农 观 察

深化作风整训重在务实清廉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2023年浙江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评估动员部署

暨业务培训会在杭州召开。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策部署，切实把考核评估工作作为加强

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的具体抓手，充分

发挥考核评估“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压

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全面打造乡村

振兴浙江样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

江新篇章贡献更多“三农”力量。

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精准把握考核评

估工作的核心要求，全面掌握考核评估内容、

实施步骤、标准要求和纪律规定等，当好考核

评估工作的“明白人”。要强化组织，加强力

量整合、明确责任分工、做好工作安排，各就

各位、各尽其责，切实形成考核评估工作的工

作合力。要严明纪律，严守政治纪律、工作纪

律、廉洁纪律，做到真走访、真评估、真整改、

真见效，以评估促提升、以考核促落实，督促

各地拿出决战决胜的精神、奋力冲刺的干劲，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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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估促提升 以考核促落实
2023年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评估动员部署暨业务培训会在杭召开

11月6日，仙居

县埠头镇农民忙着

种植贝母、元胡等中

药材。近年来，仙居

县通过“合作社+农

户”经营模式，鼓励

农民以“冬种药材、

夏种水稻”的轮作方

式，盘活冬闲田，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王华斌 摄

稻药轮作稻药轮作
助增收助增收

（上接第1版）

新技术、新产品，带来新服务、新生活，浙

江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令人惊叹。不少参观

者表示，通过展会，真切感受到了浙江数字乡

村建设的巨大魅力以及给乡村带来的变化。

今年是我省首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上展示浙江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成果。

作为全国唯一的数字乡村引领区和数字经济

先发省，近年来，浙江将“数字浙江”与“千万

工程”有机融合，纵深推进数字技术向乡村下

沉，全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达到68.3%，连续

四年位居全国首位。

（上接第1版）

位于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的安吉国卿

生态牧场，是竹林鸡集中育雏点。沿着牧场

内的石板路拾级而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能在

两侧竹林里看到简易搭建的鸡棚。牧场负

责人马国庆说：“竹林鸡每天在地上找野草、

树叶吃，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把鸡群挪到

另一片竹林，林下植被就可以恢复生长。而

且，简易鸡棚易搭易拆，村民可充分利用小

而散的空间养殖竹林鸡，真正实现‘生态得

绿、林农得益’。”眼下，马国庆和儿子正在考

虑新的养殖方式——通过推广“云养鸡”模

式，进军大城市，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拓宽销

售渠道。

在安吉，低收入人群也通过养殖竹林鸡

找到了增收门路。该县余石村村民鲁米友，5

月份以每羽2元的价格向县里订购了300羽鸡

苗，眼下小鸡均已长大，马上可出栏了。“这些

鸡能卖50元一斤呢！”老鲁自豪地说道，身有

残疾的他，靠养鸡，每年至少有2万元收入。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黄平告诉记

者，为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去年起，该局联

合县慈善总会等部门，以“低成本购置鸡苗”

的形式，鼓励低收入农户养殖竹林鸡，并通过

寄养代养、订单回购等形式，降低低收入农户

养殖风险，增加收益。2022 年，全县共发放

鸡苗1.5万羽，合计投入善款17.8万元，带动

低收入农户增收97.5万元，户均增收约4200

元。今年，该县计划发放鸡苗10万余羽，带

动更多低收入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11 月 9 日，以“兴湖羊 奔共

富 向未来”为主题的浙江省第九届湖羊文

化节在湖州市南浔区举行。其间举办了全

省湖羊赛羊会、舍饲羊机械化养殖现场观摩

会、湖羊美食烹饪赛等活动，充分展示我省

湖羊产业振兴的成果。

“我养湖羊十几年了，希望借助湖羊文

化节的平台，把我家的好羊肉推广出去，打

响品牌。”湖州南浔世荣湖羊养殖家庭农场

负责人谢莹荣告诉记者。

作为湖羊主要原产地，近年来，浙江加

快推进湖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层次不

断跃升、融合发展持续加快、数字赋能更加

强劲、共富带动愈发明显。如湖州市建成

长三角地区自动化水平最高、屠宰加工能

力最大的湖羊屠宰线，年屠宰能力10万只，

建成 4 条全自动化预制菜生产线，可年产

1500 吨湖羊精深加工产品；“湖州湖羊”成

功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桐

乡湖羊”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

“接下来，我们将在种业强‘芯’、集群强

链，数字赋能、技术赋效，产业安全、产品安

心，品牌共赢、农民共富上下功夫，高规格布

局湖羊产业、高标准建设精品牧场、高水平

融合一二三产业，推动湖羊产业高质量发

展。”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个省（市）

举行长三角湖羊产业联盟签约仪式；西藏自

治区那曲市和杭州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

坪县、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和湖州市南浔区

举行东西部协作促共富签约仪式。现场还

举行了“浙江湖羊十大优质种羊”和烹饪大

赛优秀厨师颁奖仪式。

谁是美羊羊？哪家羊肉香？

浙江省第九届湖羊文化节上见分晓

在乌镇感受
浙江数字乡村蓬勃力量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1月10日上午，以“振兴浙产

好药，弘扬浙派中医”为主题的2023浙江省

中药材博览会暨第十六届磐安中药材博览会

在磐安县浙八味药材城开幕。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浙江省中药政府储备

库（试点）、浙江省中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中

国药膳美食地标城市授牌仪式；举行了第五

届“浙江省十大药膳”颁奖和浙江省山区海岛

县中医药发展联盟成立仪式，签约了一批中

医药项目，发布了磐安县中医药康养之旅路

线。

本次药博会期间，将举办江南药镇论坛、

“问道两岸·浙里寻药”中医药文化交流会、中

医药产业合作对接洽谈会等系列活动。

浙江是全国道地中药材主产区之一。

2022 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86.7 万亩，总

产值73.5亿元，带动40万名农民增收。

2023浙江省中药材博览会
在磐安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