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军

眼下，又到了草莓成熟上市

的季节。这几天，杭州市余杭区

瓶窑镇彭公数字农场出产的“高

架草莓”火出了圈。这种“高架草

莓”不仅品质佳，还能比地栽草莓

提早上市1个月。

何能如此？数据发力。近年

来，这家农场建成了“农业生产管

理决策平台”，在“种数据”的实践

中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节约用

水 85%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5

倍以上，产品品质显著提升。

以 前 种 庄 稼 ，现 在“ 种 数

据”。回溯近年来浙江现代农业

的快速发展，农业数字化转型的

理念深入人心，各地发展智慧农

业各有“门道”，成功案例屡见不

鲜。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

省，浙江农业“体格”虽小，但智慧

农业的发展却走在前列。早在

2003 年，我省就启动了建设“数

字浙江”的战略部署，历经 20 年

数字技术的演进和应用，智慧农

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起步早还不够。近两年来，

浙江以全国唯一的省部共建数字

乡村引领区建设为契机，深入推

动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

工程”，启动实施智慧农业“百千”

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颇具辨识度

的标志性成果。

被称为“最强大脑”的“浙江

乡村大脑”几经迭代，已成为会思

考、能预警，在生产、加工、销售等

全产业链都在行的“全能型选

手”，覆盖全省 11 个市、90 个县

（市、区），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贯

通，有效支撑起“浙农”系列重大

应用。

为广大农户所熟知的“浙农

码”内藏“大乾坤”，能发挥码上标

识、码上溯源、码上预警等多项功

能。如安吉白茶已累计赋码超

600 万个，每公斤茶叶均价提高

约200元，有力助推品牌增值、产

业增效、农民增收。

只要手指轻点，即可实现无

人机植保、病虫害自动监测、温湿

度系统控制、水肥自动供给……

借助数字农业技术，智慧种养场

景每天都在未来农场上演。目

前，浙江已认定省级数字农业工

厂（基地）417 家、省级未来农场

33家。

数据让农业更“聪明”的叠加

效应正在持续放大。这份“聪

明”，不仅体现在对农作物生长

“一目了然”上，更体现在对农业

增效和稳粮保供的有力支撑上，

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

“增长极”。

智慧农业，未来发展空间宏

阔。在奋力角逐乡村数字经济的

新蓝海中，我省正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主题，抢抓机遇、乘“数”而

上，用力按下高效生态农业强省

建设的快进键，继续以引领之姿，

为全国先行探路。

浙 农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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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裘云峰

本报讯 12月16日至19日，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农创客

资源对接暨农创客长三角游学活

动，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农创客代

表走进上海市金山区、青浦区，江苏

省无锡市，安徽省宣城市等地，进农

企、到田头，与当地农创客代表进行

交流，话友谊、谈合作、谋发展，共同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农创力

量。

在上海，农创客们实地参观了

山阳田园的文旅项目、上海家绿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彩虹农场、和田睦

舍的乡村庭院等，详细了解农旅融

合、电商化发展、乡村业态布局等情

况，并与当地农创客交流创业项目

的特色经验与做法。

在江苏无锡，农创客们参观了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紫藤园、桃源

村和无锡小南湾乡创园项目，当地

规模化、创新化的农旅融合多业态

运营模式让大家眼前一亮，农创客

们纷纷表示，无锡这种“产业多元、

造血型、可复制”的农旅融合模式值

得借鉴。

在安徽宣城，农创客们参观了

安徽省堆草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安徽秋实农业有限公司、安徽美

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农业企业，

并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围绕乡村产

业、数字化生产、农旅融合、农村电

商等，与当地农村创业者们进行了

一场热烈的座谈。

“通过这次游学，深深感受到安

徽返乡创业者和浙江农创客一样，

都有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而且宣

城这边的创业氛围非常好，希望今

后可以到宣城落地项目。”来自浙江

的农创客陈洁瑾分享了游学感受。

“我主要从事稻虾鳖综合种养，

目前还只限于一产，想往二产上发

展，特别是在甲鱼深加工方面，希望

和浙江农创客能加强合作。”宣城农

创客张伟表示。“正巧，我们这次一

起来安徽的农创客杨珍是从事甲鱼

产业的，你们可以加个微信，多多交

流。”浙江的农创客们现场牵起了

线。交流现场气氛热烈，农创客们

不断碰撞出创业的火花。

会上，浙江省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与安徽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联

盟，温州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与宣

城市新农人创业协会结为重要合作

伙伴。

此次游学活动是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持续深化“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的

务实举措，通过搭建“一市三省”农

创客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协同发力

的沟通平台，促进沪苏浙皖农创客

共享发展。

“与两省一市小伙伴们的交流

既有创业路径方法的碰撞，也有青

春的友谊火花。”农创客林福荣表

示，将用好这次活动获得的发展新

渠道，更好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

农创客走进长三角
在赋能乡村振兴中加速奔跑

□本报记者 李曜清

这几天，诸暨市陈宅镇副镇长

陈罡风的微信朋友圈被该镇石壁湖

村一则“集体权票”拍卖公告刷屏

了。他说，此前石壁湖村已开展多

轮类似竞拍。这次参与拍卖的“集

体权票”共有 16 个标的，总面积有

320平方米（旱地）、起拍单价仍为每

平方米3000元，全市范围内符合条

件的竞拍者都可以参与。

什么是“集体权票”？面对记

者疑问，陈罡风耐心解释：为贯彻

落实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诸暨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创设宅基

地“集体权票”“保障权票”“保留权

票”，简称“三权三票”。“不同的‘权

票’有不同的权能，可以流转和交

易。”陈罡风说。“集体权票”，为对

村集体统一回收、拆除复垦的闲置

宅基地，按复垦总面积的 50%向村

集体核发的一种权利凭证，在优先

保障本村农户建房后，可通过公开

拍卖流转、政府回购等方式获利，

农户凭借“保留权票”保底分成，实

现利益共享。

这一宅改新政实施后，让“集体

权票”的竞拍收益随之水涨船高。

石壁湖村党总支书记蔡如良告诉记

者，在前几轮竞拍中，实际成交价

（旱地）最低为每平方米4350元，最

高达到5000元，远超3000元的起拍

价。

石壁湖村紧邻石壁水库，拥有

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但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早年水库移民

等原因，村里一户多宅问题突出，加

上许多村民进城务工生活，不少宅

基地和农房被闲置。而住在村里的

村民想安居置业，村里要发展产业，

却因为用地指标限制难以实现。

转机始于 2020 年。当年 9 月，

诸暨成为全国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县，石壁湖村作为诸暨市首

批宅改试点村，尝到了“第一口

鲜”。“幸好我们及时抓住了改革试

点这个机会，通过实施‘三权三票’

制度，盘活了闲置房地资源，激活了

村庄发展动力。”蔡如良兴奋地说，

截至目前，全村已有 104 户农户签

约退出130宗宅基地，通过“集体权

票”上市交易，村集体经济增收1000

余万元，104 户农户获得 1500 余万

元的财产性收益。

蔡如良说，“三权三票”制度还

针对部分建房困难户设计了“保障

权票”这一兜底功能。此前，因多种

原因未取得宅基地的农户，可以拿

到“保障权票”，这意味着他们获得

了 120 平方米的宅基地资格权认

证，可以住进政府配套建造的农村

共建房。

“宅改后的石壁湖村不仅消除

了老旧农房的安全隐患，化解了多

起农村涉宅矛盾，美化了村庄环境，

更借助拍卖收益，推动了当地第三

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

金保障。”陈宅镇镇长王鲁佳表示。

农民增收看 里“““浙浙浙”””

——闲置农房盘活①

诸暨石壁湖村：一张“权票”活资源

编者按：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我省以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为契机，在全面保障农民合法宅基地权益的基础上，大力推动闲置农房、宅基地盘活，撬动农村闲置房地

资源，拓宽农村富民增收新路径。本报自今日起推出《农民增收看“浙”里——闲置农房盘活》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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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绍兴，专家们先后

走访了蔬菜、奶牛、生猪、甲鱼等

种养基地，指导做好油菜田排水

降渍、蔬菜大棚加铺薄膜等工

作；提醒畜禽养殖户检修加固

水、电、圈舍等基础设施，加强疫

病防控，做好保育猪舍等场所保

温加温；指导水产养殖户要提早

储备饲料、增氧剂、消毒剂、应急

燃料、抢险设备等，以备应对突

发状况。

在湖州、嘉兴，面对寒潮期间

部分种养主体在防寒保暖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专家们建议主体抓

紧加固设施大棚、储备应急燃料、

配备保暖设备，并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确保鲜活农产品正常销售。

……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已累计出动 2115 个服务

组、6384 人次，实地指导服务农

业主体 11800 家次；组织覆盖保

温29.52万亩，加固大棚等农业设

施 18.31 万亩。省本级已储备蔬

菜种子 2 万公斤、各类防疫物资

1.6 万批，根据需求可随时调出，

同时督促各地做好应急物资储

备。省农业农村厅还及时开启灾

情报送系统，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加强受灾情况调度，确保信息渠

道畅通。

根据气象预报，今后几天，我

省仍将出现持续低温冰冻天气。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持续关注气象变化，加强指

导服务、港内渔船管控和值班值

守，推动落实防寒措施，认真做好

灾情核查和农业保险理赔工作，

稳定农业生产。

乘“数”而上，让农业更“聪明”

进入冬季，武

义县清水鱼养殖户

们纷纷拉网捕“年

鱼”。在该县壶山

街道上端头村万垅

水库，捕捞人员一

网拉上了 3 万公斤

活鱼。图为捕捞人

员将起网的鲜鱼装

筐。 张建成 摄

拉网捕拉网捕““年鱼年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