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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位于

舟山市定海区白泉

镇潮面村的善国年

糕作坊内，村民们

正忙着赶制年糕订

单。浙江多地有过

年吃年糕的习俗，

年糕寓意幸福生活

年年高，是百姓置

办年货的必备品。

陈永建 摄

赶制年糕订单赶制年糕订单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按照新建和改造提升一批、统筹认定一

批、调整补入一批“三条路径”，力争到

2035年把全省165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现代化高标准农田。

《意见》要求，全面摸清已建高标准农

田基础设施、耕地地力以及未建成高标准

农田的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坡度、基础

设施水平等情况，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农

田灌溉发展规划、耕地保护利用规划、土

地综合整治计划等，制定本地实施方案，

明确建设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建设周期

和布局。

《意见》明确，要科学安排建设计划，确

定年度实施计划，优先将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优先在建设标准偏低、设施不配

套、工程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粮食产能不

达标的已建高标准农田以及整治优化后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实施改造提升。要合理

确定建设内容，因地制宜确定建设重点与

内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

性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田防灾、抗

灾、减灾能力。要着力提高建设质量，优化

项目选址，加强项目初步设计评审，强化项

目全过程监管，建立健全工程质量抽检机

制，严格开展项目验收，严格规范项目建

设。要统筹整合建设力量，统筹土地综合

整治、大中型灌区建设与现代化改造等农

田水利项目，将项目区内永久基本农田同

步建成高标准农田。要深入推进“多田套

合”，推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

田、粮食生产功能区空间布局层层套合。

我省将持续加强建后管护工作，严格保护

利用高标准农田，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提

高利用效率和产出水平。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意见，力争到2035年

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本报记者 周文佳

本报讯 日前，省农

业农村厅印发《浙江省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力争到2025年，全省能繁

母猪存栏稳定在 65 万头

左右，家禽出栏 2.2 亿只

以上，打造浙系畜禽产业

集聚区 50 个，建成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 30

个，建成省级以上生猪屠

宰 标 准 化 企 业 30 家 以

上，养殖环节病死生猪集

中无害化处理率达 95%

以上。

《方案》明确了八方

面重点任务。一是持续

抓好生猪稳产保供，确保

规 模 猪 场 数 量 稳 定 在

2700家以上、生猪保供基

地产能占总产能 70%以

上、优质“浙猪”出栏量占

生猪出栏量 10%以上；二

是加快特色畜禽发展，加

快“浙禽”增量提质，重点

提升浙北湖羊产业层次，

巩固各地特色产业优势；

三是促进畜禽种业振兴，

力争到 2025 年，国家鉴

（审）定通过新资源（新品

种）1至2个，入选国家级

核心育种场 1 至 2 家，建

成省级畜禽遗传资源库1

个、高代次种畜禽场5家；

四是推进屠宰企业提档

升级，到 2025 年，全省生

猪屠宰企业压减到115家左右，建成牛羊定点屠宰企

业42家、家禽屠宰企业30家；五是织密动物疫病防

控网，到2025年，建成省级以上非洲猪瘟、布病无疫

小区50个以上，强制免疫病种群体免疫率、抗体合格

率分别保持在90%以上和80%以上；六是深化一二三

产融合，到2025年，培育年产值超10亿元的全产业

链 10 条以上；七是做优做强饲料兽药产业，到 2025

年，生猪、肉鸡、蛋鸡等规模养殖场实现“两化”技术

应用全覆盖；八是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源，以设施化、

机械化、数字化“三化”联动为重点，大力发展设施养

殖产业，力争创建数字牧场、未来牧场300家以上。

《方案》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把生猪稳产保

供、重大疫病防控、屠宰行业管理等列入相关考核范

畴；要强化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坚持“项目为王”，

持续扩大畜牧领域有效投资；要强化队伍建设，培养

一批高素质、职业化的畜牧兽医专业人才队伍，为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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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有了这座‘连心桥’，过河再也不用

绕路了，足足省了20分钟，太方便了！”日

前，龙泉市八都镇安田村村民汤卫兵走在

新建成的“连心桥”上，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座“连心桥”由龙泉市山海协作对

口地区——嘉兴市秀洲区援助建设，是我

省推进山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

个案例。

2023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缩小“三

大差距”，以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

为主抓手，精准施策推进农民农村“扩中”

“提低”和山区海岛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民收入达

32578元，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78，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16234元，增长13.1%。

产业振兴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关键所在。在浙西常山，当地特产胡柚

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山间野果变成炙

手可热的“共富金果”。常山县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从深耕“一只果”

到培育“一份常礼”，再到打响“一切为了

U”品牌，推动胡柚全产业链做大做强。

从胡柚鲜果到胡柚汁、衢枳壳、胡柚膏、胡

柚面膜……胡柚产业带动全县10万从业

人员增收10亿元以上，总产值达35亿元，

入选2023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录。

“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农带富，我

们大力推进‘百链千亿’行动，全力做好

‘土特产’文章。”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全省“土特产”名录共收录 1040

个农产品，累计建成单条产值超 10 亿元

农业全产业链92条，总产值超2800亿元。

在强化农民增收政策供给方面，我省

稳步提高财政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同

时成立浙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共同富裕

联合体，推动各类金融保险机构持续加大

对农业农村投入。2023年前三季度，全省

（不含宁波）农林水支出573.87亿元、增长

16.7%，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不含

计提两金）比例为 6.73%，涉农贷款新增

1.08万亿元。2023年1至11月，第一产业

固定投资同比增长49.2%，11月末全省涉

农贷款余额7.69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一产投资同比增速与涉农贷款余额均居

全国前列。

山区海岛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

和重点。2023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顶层

设计，出台金融支持山区海岛县“一县一

链”产业发展政策，启动“共保体支持山区

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系列行动”，着力构建

新型帮扶共同体机制，在资金、项目、土地

等方面向山区海岛县倾斜。2023年，山区

海岛县安排省级以上支农专项资金 60.5

亿元，占52.2%。

我省还以促进山区海岛县消费帮扶

为目标，开展第二批“263共富农产品”评

选，出台“263共富农产品”八条支持举措，

带动新增消费帮扶11.4亿元。组织26个

团组、山区26县分别制定2023 年个性化

帮扶清单和承接帮扶清单，督促指导各团

组落实清单内容。截至目前，累计落实组

团式帮扶项目 351 个，促成项目投资 532

亿元，解决需求1.65万个。“新型帮扶共同

体”入选全省共同富裕创新模式重点培育

名单。

强化政策供给 健全帮扶机制

浙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色足

象山盘活闲置农房有“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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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帮扶工作做到农民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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