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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龙泉市周村唯珍堂石斛文化园，一

幅铁皮石斛的世外桃源景象呈现眼前。如

今，这里不仅成为周村村民家门口的增收基

地，还带动周边优质旅游资源开发，实现了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园区在梨树、枣树

下套种铁皮石斛，铁皮石斛价格每公斤达3600

元。”唯珍堂石斛文化园负责人吴纪贤说。

近年来，我省立足“七山一水二分田”生

态资源优势，不断挖掘林下潜力，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实施林下经济100万亩示范基地、100

亿元综合产值“双百”工程，使林下经济成为

我省生态林业的底色、富民林业的亮色、人文

林业的特色。

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各地

立足当地特色，从政策、资金和保障上支持林

下经济产业发展。如淳安、磐安、景宁、永嘉

等地分别出台了扶持林下种植业、中药材产

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推行股份合作制，引导工

商资本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林地

变股权、林农当股东、收益有分红；深化创新

林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把“千村万元”林下

经济增收帮扶任务村（基地）纳入科技“四联”

帮扶范围，构建林下经济产业科技支撑体系，

集成立体种植、仿生培育、生态循环等先进技

术，总结研创出铁皮石斛近野生栽培，竹林下

套种三叶青、灵芝，林下套种珍贵食用菌等林

下栽培创新模式，打造了一批高效集约的示

范典型和样板基地。

目前，全省已有4万多家社会资本投资林

下经济，建立合作组织等 7656 家，涉及农户

20余万户，从事林下经济人员达107万人，人

均年收入达2.72万元；建成国家级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10个，认定省林下道地中药材种植

基地61个、面积2.5万余亩。 赵希元 陆超

浙江林下经济开创增收新蓝海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1月11日上午，省派村第一书

记、第十三批农村工作指导员派驻动员会在

杭举行。会议部署新时代驻村帮扶的使命

任务和工作要求，并为省派村第一书记、第

十三批农村工作指导员代表授旗。

会议指出，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的生动实践，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有力抓手，是推动

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也是

提升干部能力、锤炼过硬作风的重要平台。

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三农”工作重心转向

乡村振兴的大背景，进一步创新党的组织体

系和工作力量直达基层的载体机制，发挥农

村工作指导员在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中的

支点撬动作用，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把农村工作指

导员工作与省委重大部署贯通衔接，与科技

特派员等队伍协同联动，因村派人、因人定

村，选准基层需要的好干部。要深化帮扶方

式，注重项目牵引、以点带面、组团帮扶，发

挥强村富民的作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建立健全日常调度、指导督促和

工作会商机制，加强驻村干部调整和轮换的

备案审核，搭建常态化赛马平台。要把坚持

和深化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与深化新时代

“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重

大部署相衔接，拓展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

帮扶路径，讲求工作实效。要严格管理考

核，强化激励保障，让农村工作指导员安心

扎根干事创业，留下实干担当的好口碑。要

着眼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对驻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全面总结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

度成果，不断增强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的整

体效能。

会议强调，要找准指导帮扶职责定位，

围绕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助力城

乡和美、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等方

面做好指导帮扶，切实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盘活乡村资源，培植

乡村产业强力引擎，助力城乡提升工程深入

实施。要弄通指导帮扶路径方法，掌握群众

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切实可

行的帮扶措施。要坚持用心用情投入，坚持

牵线搭台架桥，坚持讲究方法提效，打通乡

村发展断点、堵点、痛点，积极谋发展促增

收。要坚持清正廉洁守纪，树立农村工作指

导员的良好形象。

会议要求，要做实部门服务管理工作，保

障“干得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

前，坚决扛起农村工作指导员服务管理保障

责任，当好农村工作指导员的“娘家人”，精心

制定驻村工作指引，确保广大农村工作指导

员干有方向、干有章法。要精心做好驻村服

务支撑，建立健全联系服务机制，营造好驻村

帮扶的浓厚氛围。要精心做细驻村日常管

理，健全工作机制，在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和共同富裕中，持续擦亮农村工作指导员制

度金名片。

116名省派新任村第一书记、农村工作

指导员参加会议，近期他们将奔赴基层开展

工作。

□本报记者 唐豪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麟海果蔬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麟海正忙着给 200 多

亩处于苗期的油菜施追肥和营养素等。“油

菜要丰收，冬管很重要。”何麟海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低温，导致油菜出现黄叶、枯萎等

现象，经精心管护，现已恢复正常。除了油

菜，今年何麟海还种植了6000多亩小麦、40

多亩土豆和100多亩蔬菜，将晚稻收割后的

冬闲田充分利用了起来。

同样，在建德市钦堂乡建坤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2000亩粮食生产基地里，公司总经

理王运忙着指挥工人帮助做好清渠、清沟、

除草等工作。“趁这几天天气好，要把田间沟

渠修补好，确保灌排水沟渠畅通，防止干旱

和渍害发生。”王运表示，去年粮食收成不

错，水稻收割后，公司又扩种了一些油菜和

小麦，尽量把冬季闲置农田充分利用起来。

利用好冬季闲置农田，将为完成全年粮

食目标任务打下良好基础。数据显示，当前

我省在田作物面积超1061.4万亩，同比增加

30.3万亩，其中小麦、油菜播种面积均比上

年增加10万亩左右。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

设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耕地资源有限，

可充分开发利用的土地后备资源相对匮乏，

利用好冬闲田、抛荒地是我省粮食增产的最

大潜力。

在平阳县昆阳镇上林垟村，有一处“石塘

粮仓·万亩田园”。一个小山村是如何拥有万

亩良田的？“多年来，我们持续加强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引导土地流转，同时努力做到不浪

费每一分土地。”平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以上林垟村为例，该村在集中流转本

村2500亩土地的基础上，将周边8个村紧紧

团结到“种粮路”上，打造了1.4万亩“石塘粮

仓·万亩田园”。目前，该村及周边8个村的

土地集中流转率达到98%以上，复种指数达

到200%，粮食年产量达到1.33万吨。

平阳县还充分利用“田长制”和村级巡

查员等耕地网格化监管机制，开展永久基本

农田抛荒复耕复种，建立撂荒地块图斑库，

制定复耕复种实施方案，累计实施永久基本

农田抛荒复耕复种8461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清理腾退6537亩。

对抛荒地块利用，各地频频出招。丽水

市莲都区通过治管并重，构建起标本兼治的

“闭环链”，强化碧湖平原抛荒整治，推进耕

地流转、代耕代种、土地代管等服务，2023年

完成抛荒地整治面积1500亩，整治点位300

余个，完成粮食作物播种1200亩。衢州市先

后出台《关于开展耕地抛荒专项整治行动的

指导意见》《防止耕地撂荒促进粮食生产的

若干措施（试行）》等指导性文件，建立起“每

周通报”制度，不定期开展督查暗访，线上定

位拍照交办，限时整治销号。宁波市为最大

限度提高耕地利用效率，谋划布局2024年农

作物生产，科学合理测算和分配主要农作物

年度生产任务，最大限度确保全年农田满播

满种，避免出现抛荒现象。

利用好冬闲田和抛荒地，各地频频出招

我省召开农村工作指导员派驻动员会

116名干部出征奔赴乡村

1月7日，送

戏下乡的文艺工

作者在武义县茭

道镇内白村演出

地方戏婺剧，让

四邻八村农民享

受到精彩的文化

盛宴。舞台上声

情并茂的表演、柔

情婉转的唱腔、

跌宕起伏的剧情，

博得村民阵阵喝

彩。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送戏下乡送戏下乡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上午，浙江省奶牛遗

传改良与乳品质研究重点实验室启用仪式在

温州市鹿城区七都街道鹿泰总部科创园举

行。

会议指出，浙江省奶牛遗传改良与乳品

质研究重点实验室正式启用，是我省农业“双

强”行动实施以来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也是我

省奶牛种业振兴发展的里程碑。希望以此次

启用仪式为契机，拉高标杆、再接再厉，全面

对标世界奶牛育种最高水平，攀登畜禽种业

新高峰，为我省打造现代种业强省和特色品

种大省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力争打造国内领

先的奶牛良种繁育新高地，为保障优质奶牛

种源自主可控作出新贡献；要力争打造国际

一流的种业科技创新新高地，在种业科技研

发上快人一步；要力争打造辐射全国的种业

人才培育新高地，把实验室打造成为全省甚

至全国奶牛育种人才的实践地、创新地和成

长地，为种业振兴建好人才蓄水池。

浙江省奶牛遗传改良与乳品质研究重点

实验室是目前我省奶业唯一省级重点实验

室，由泰顺县人民政府、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大学共建，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因

组育种与遗传改良、优异种质创制与良种扩

繁、营养基因组学与资源挖掘、乳制品研究与

产品创新等。实验室的启用将有力破解我省

奶牛自主育种供种能力低等卡脖子问题，为

推动全省种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浙江省奶牛遗传改良
与乳品质研究重点实验室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