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4日，仙居县白塔镇农民在移栽油菜苗。随着小寒节气的到来，仙居县白塔镇农户利用闲置土地，抢抓时节移栽油菜，

使“冬闲田”变“增收地”。 王华斌 摄

抢种油菜抢种油菜

□本报记者 唐豪

“水绕门墙竹绕堂。”冬日的象山县泗

洲头镇墩岙村别有一番韵味，当地精品民

宿更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这些民宿

的“前世”是破旧的闲置农房，经宅基地制

度改革后，“今生”蝶变为“黄金屋”。墩岙

村也走出了昔日“有女不嫁墩岙”的落寞，

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近年来，象山县牢牢抓住“人、地、市

场”三个关键点，以数字化改革和宅基地制

度改革为契机，探索开发“闲置宅基地盘

活”应用系统，设置“闲置感知、资源发布、

资源招商、审批服务、过程监管”等5大功

能场景，以“算力”代替“人力”，精准激活农

村闲置资产，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闲置农房、闲置宅基地的盘活成为墩

岙村发展的新增长极。记者了解到，该村

通过“闲置宅基地盘活”应用系统，精准筛

选潜在闲置农房，通过市场化招商引资，打

造精品、优质民宿集群，并通过系统动态监

测民宿入住数据，按照每人次12元的标准

收取管理服务费，形成了提升村基础设施

和提高游客满意度的良性循环。

同样，在泗洲头镇上马岙村，由闲置农

房改造而成的精品民宿成为新晋网红打卡

点，吸引一批批游客前来打卡。“现在入住

率还可以，每个周末都爆满，旺季的时候得

提前一个月左右预定。”马岙知青公社民宿

负责人聂文华表示，特别是暑假和春节，前

来游玩的游客非常多。

象山县石浦镇沙塘湾村原本是一个渔

业村，村内90%的房屋处于闲置状态，借助

“闲置农房盘活”应用系统，八成房屋已上

网流转，先后吸引浙旅投、开元集团、橡树

缘等知名旅游企业投资，打造了 12 家民

宿，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也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

数据显示，自“闲置宅基地盘活”上线

以来，该县已累计识别潜在闲置资源1.8万

余宗，入库有效闲置资源 2387 宗，闲置宅

基地盘活线上审批时长缩短60%以上，闲

置宅基地盘活交易量、溢价率有效提高，在

线成交价格提高25%。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该系统有效

破解了找房难、验房难、选房难、用房难、管

房难等问题。”象山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系统使闲置资源更有效对接市场，

进一步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为探

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截至

目前，该县已累计盘活和利用宅基地（农

房）近 10.5 万平方米，引进乡村产业项目

130个，总投资超20亿元。

农民增收看 里“““浙浙浙”””

——闲置农房盘活③

以“算力”替代“人力”

象山盘活闲置农房有“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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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清

这段时间，每天天刚蒙蒙亮，位于

淳安县郭村乡郭村村的明康汇蔬菜产

销合作基地早已是一片热闹景象，采

摘、整理、装箱、运输……村民们麻利地

做好每一道工序，七八百箱品相俱佳的

“霜打菜”被装车运往杭州市区进入明

康汇门店。

“‘霜打菜’上市时间一般要持续到

春节前后。今年亩产量有望超过2000

公斤，眼前这 50 亩‘冬闲田’可以带来

40余万元收入。”基地负责人汪淑军告

诉记者，等青菜收割后，后续将统一种

植小麦，让农田发挥最大利用价值，冬

季都“闲”不下来。

明康汇与淳安县的“牵手”始于

2022年。合作伊始，以“大下姜乡村振

兴联合体”之一的孙家畈村为起点，通

过实施“冬闲田联农共富”项目，流转

150亩“冬闲田”种植蔬菜，当年即实现

收入 60 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34 万元。

至今，淳安县已推广种植4000余亩“冬

闲田”蔬菜，辐射区域的农产品均价提

升30%左右。

“冬闲田”存在虽有客观因素，但如

果能有效利用，不仅可以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对培肥地力、

控制病虫害也有益处。

从我省实践看，适宜机械化生产的

小麦、油菜等成为农田“绿色过冬”主力

军。衢州是我省油菜主产区之一，种植

面积约占全省油菜种植面积的四分之

一。2023 年，该市油菜种植面积达

45.21 万亩，实现“三连增”。“我们积极

推进抛荒地复耕复种，‘冬闲田’有效利

用，不断扩大油菜等作物种植面积。”衢

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

还引进生育期短、耐迟播、耐寒性强的

高产优质油菜品种，充分做好茬口搭

配，探索“油菜+”高效种植模式，提高耕

地复种指数和产出效益。

除了油菜，各地还因地制宜定制了

各具特色的“冬闲田”套餐。在德清县新

安镇，当地推行“稻菜轮作”模式，实现作

物种植“无缝衔接”。“80后”农创客沈琦

在新安镇舍北村流转100余亩土地，采

用“水稻-榨菜”轮作技术，每亩地能生产

约3000公斤榨菜，按收购价每公斤一元

算，榨菜亩产值在3000元左右。在松阳

县斋坛乡京梁村的“稻耳轮作”共富试验

基地里，20万袋黑木耳菌棒整齐排布，长

势喜人。“我们采用‘稻耳轮作’模式，每

年10月收完稻谷后，就在田里布下黑木

耳菌棒，不与粮争地、不与农争时，整个

生产周期持续到来年3月底结束，又可

以整田插秧。而黑木耳废菌渣作为优

质有机肥还田后，还可减少化肥施用

量，改良土壤，增产粮食。”基地负责人

叶芳群告诉记者。

冬季农田不再“闲”

近日，省林业局、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生态文

化协会联合发文，共同命名了杭州市余杭区径山

镇四岭村等59个生态文化基地。至此，我省生态

文化基地增至515个。

此次新增59个生态文化基地，包括40个行政

村、3家企业（合作社）、14个自然保护地、林场、博

物馆、景区以及2所学校。

行政村通过合理利用森林、湿地资源，开展生

态文化主题活动，将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

合起来。如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充分

发挥千亩湖荡、湿地、非遗等资源禀赋，建设西千

亩荡、菱文化馆、乡村驿站等一批凸显湿地特色、

文化底蕴的乡村景致，成为深化“千万工程”、建设

生态文明的先行典范。

企业（合作社）以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为

主线，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推进生态文化与企

业文化的融合，强化生态意识、培育文明理念，成

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主要践行者。如浙江济

佰川药业有限公司以灵芝全产业链发展、中医药

养生文化传播为己任，通过收集、整理与灵芝相关

的中医药书籍、传说，建设集科普与旅游相结合的

东方灵芝文化馆，让公众感受中草药的魅力。

自然保护地、林场、博物馆、景区以良好的自

然环境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为载体，开展了一系列

有内容、有特色、有影响、有效果的生态文化活动，

大力弘扬森林生态文化。如衢州灵鹫山旅游度假

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围绕运动休闲主题，通

过举办全国森林运动会、国际汽车森林穿越大赛

等各类体育运动赛事活动，推进生态文化与运动

文化融合，培育大众绿色低碳的生态意识和生态

文明理念。

学校将生态文化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日常

教学等工作结合起来，从生态课程、绿色课堂、低

碳生活等多方面入手，引领师生“绿色生态”成

长。如宁波市正始中学，把“绿色引领，和谐发展”

作为学校办学理念，构建绿色生态课程体系，利用

学校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积极培

育优良生态文化。 沈林轩

我省新增59个
省级生态文化基地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全国第三批 100 名

“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名单，浙江农林大学林学

学科教师、香榧专家喻卫武荣登榜单。

香榧是我国南方特有的珍稀干果和木本油料

战略产业，其果实营养价值高。我省现有香榧栽

培面积100万亩，年产量近2万吨。

喻卫武自2021年担任淳安大下姜科技特派员

以来，在当地推广香榧丰产栽培和新产品开发等

技术，服务范围从下姜村逐渐扩大到以下姜村为

核心、涵盖周边几十个村子的大下姜区域。几年

来，他指导当地百姓引进香榧新品种3个、推广新

技术5项，新发展香榧林800余亩，建立示范基地

400 余亩，当地香榧亩产从不到 150 公斤增加到

400公斤左右，还开发了开口香榧籽、脱衣香榧仁

等新产品，大大增加了农户收入。

和喻卫武一样，由浙江农林大学吴家胜、宋丽

丽、戴文圣、黎章矩等专家组成的香榧研究团队，

深耕香榧领域几十年，系统开展香榧良种选育、良

种快繁以及高效栽培等相关理论研究、技术开发

与推广应用工作，取得的重大技术成果“香榧良种

选育及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获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南方特色干果良种选育与高效培

育关键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香榧坚

果采后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新产品开发”获梁希

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为我省香榧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该研究团队还将香榧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

面积约170多万亩，累计带动香榧产区农民增收超

百亿元。 陈胜伟

浙江农林大学香榧研究团队

乐做农民“科技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