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12月22日下午，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

破，在推动乡村振兴大战略中勇当先

行者、谱写新篇章。要坚持“稳”的主

基调，抓实稳产保供工作，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强化“长牙齿”硬举措，守牢

“三农”底线。要唱响“进”的主旋律，

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等资源要素

改革，纵深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

革等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动农业农

村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要追求

“立”的高目标，确立浙江农业农村现

代化先行的大格局，进一步强化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做强乡村“土特产”

全产业链，全省域打造和美乡村整体

风貌，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长效机

制，推动我省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打

造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千万工

程”、推动强村富民等方面持续领跑，

努力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上率先探索、先行突破，勇闯第

一方阵。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

议精神，以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为总牵引，以省委三个“一号工程”

和城乡提升工程为总抓手，着力在打造

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省、乡村振兴示范省上奋进先行。要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不断擦亮浙江农业

高效生态、绿色低碳金字招牌。要持续

推进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房宜居改造

等工程，高水平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要

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做好做优“强城、兴

村、融合”三篇文章，让老百姓可感知、

得实惠。要做大共同富裕文章，实施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行动计划，重塑农

民培训机制、抓手、平台，壮大农创客群

体，增强就业创业能力。要提升文明善

治水平，擦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金名

片，完善“四治融合”现代乡村治理体

系，推进人文乡村建设。要加强党对农

村工作的领导，全面压实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责任，汇集各方力量抓好“三农”

工作。

会议还对全省农业农村领域应对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工作进行再部

署，要求加强研判预警和指导服务，组

织相关专家开展会商指导，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落实落细各项防寒防冻举

措。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确保鲜活

农产品不断档、不脱销，确保市场价格

保持平稳。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调

度，及时掌握灾情信息，切实做好应对

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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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虽然秋粮收割结束已有段时间，但

金华市婺城区种粮大户盛桂有一直很

开心。“今年，我总共种了 625 亩早稻、

655 亩晚稻。其中，早稻平均亩产 410

公斤，晚稻平均亩产653公斤。”在与记

者交谈中，他的言语间溢满了喜悦，“今

年风调雨顺，政府服务也给力，收成比

去年好，是个丰收年！”

粮农算小账，小账连大账。年关将

近，我省粮食生产再传捷报。国家统计

局浙江调查总队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我省粮食生产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年度目标任务，总播种面积1537万

亩、产量127.8亿斤、亩产415.6公斤，均

创下近八年新高。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是如何得来

的？深究其背后原因，记者发现：过去

这一年，我省在抓牢“粮食安全”这件头

等大事上，政治站位高、统筹观念强、落

地举措实，稳粮保供成效卓著。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全省上下紧紧围绕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稳步推动良田面积“扩

容”。据统计，到2022年，全省永久基本

农田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164万亩，其中

2021 年、2022 年分别建成高标准农田

102.29万亩、116.6万亩，为粮食生产扩

面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除压实责任外，政策也十分给力。今年以来，我省注重前

瞻布局，在持续实施规模粮油补贴、订单奖励、最低收购价、大

户贷款贴息等种粮扶持政策的基础上，首创的种粮补贴动态调

整机制在全省全面落地。其中，省级规模种粮动态补贴标准为

20元/亩，稻谷最低收购价在国家基础上每百斤增加4元，订单

收购早稻给予每百斤30元的奖励，且实行应收尽收。全面推

行水稻完全成本保额补充保险，叠加后最高保额达到1400元/

亩。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礼包”，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推动种粮面积稳中有增。

就在最近，在落实国家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基础上，省财

政对年度粮食播种面积和增量位于全省前列的嘉兴秀洲、嘉善

等20个县（市、区）首度下拨了每个县500万元的奖励，进一步

激发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今年，我省大力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早稻适期早播

早栽、机插秧基质育秧和叠盘出苗等高产高效省工节本技术，

层层组织开展高产创建，加快建设百亩示范方、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等，充分挖掘增产高产潜力。11月底，诸暨市伟罗家庭

农场种植的250亩“甬优1540”连作晚稻，以亩产839.72公斤的

成绩，刷新“浙江农业之最”连作晚稻百亩方亩产纪录。

粮食丰收，也离不开服务的有力支撑。今年秋粮收获期间，

全省累计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9623台、烘干机9621台（套），机

收晚稻805.52万亩，机收率达97.71%，有效确保了粮食颗粒归

仓。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还积极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借

助“浙农技”数字化应用，构建起农技专家与种粮大户一对一挂

钩联系的在线服务机制，实现1.7万户种粮大户全覆盖，切实帮

助种粮农户解决实际困难。此外，积极推行早稻翻耕灌水灭蛹

等举措，早稻二化螟等重大病虫害防控667万亩次，挽回产量损

失约30万吨，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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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 报 讯 12 月

15 日以来，连续两波

寒潮自北向南影响我

省。受寒潮影响，我

省出现剧烈降温、大

风和雨雪天气。寒潮

来袭，省农业农村厅

高度重视，迅速反应，

及时发布《关于切实

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的通知》和《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农业防灾减

灾技术举措》，要求各

地针对性提出具体防

寒技术指导意见，细

化 实 化 防 寒 防 冻 工

作。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紧急行动，加强指

导帮扶，最大限度减

轻寒潮给农业生产带

来的影响和损失。农情调度显示，截

至目前，全省农业生产总体情况正

常。

低温和雨雪冻害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不容小觑。在种植业方面，长时间

的低温可能会对油菜弱苗造成一定损

伤，而枇杷目前处于第一批开花坐果

期，-5℃以下的低温会影响果子成熟

膨大，影响第二批花芽萌发。在畜牧

业方面，低温雨雪冰冻可能会造成畜

禽圈舍、养殖场供水管网和电力供应

受损，以及饲料、消毒药、疫苗等投入

品和应急物资短缺。在渔业方面，雨

雪冰冻极易引发水产养殖设施设备损

坏、增氧机断电等。海上强风、巨浪容

易造成网箱、鱼排等养殖设施受损，对

海上渔船作业安全造成影响。

为降低低温和雨雪冻害给农业生

产带来的影响，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积

极行动，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

活动，组织领导、专家等奔赴田间、圈

舍、渔船等，全力做好农业生产指导服

务。12月18日起，厅本级抽调种植、畜

牧、水产等专家，组建多个服务组分赴

杭州、湖州、衢州等地开展指导服务，

帮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好防寒抗冻

工作。 （下转第2版）

我省农业农村系统全力抵御寒潮护生产

出动六千余人 服务万家主体

连日来，湖州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及时指导种植户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图为12月18日，农技人员在长兴县虹星桥镇港口村蔬菜种植基地查看西蓝花长势。 伊凡 摄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有关重要会议精神

在推动乡村振兴大战略中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