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 月 18 日下午，省农业农

村厅召开专班工作会议，总结2023年专

班工作成效，部署 2024 年专班工作任

务。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通林在会上强调，全体专班

工作人员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

作风，全面放大专班优势，在巩固提升中

奋力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为“勇当先

行者、谱写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明确了2024年厅专班“4+4+1”

工作体系，即调优组建县城承载能力提

升和深化“千万工程”、农业“双强”、共同

富裕和农村改革、数字“三农”等 4 个实

体化运行专班，依托职能处室管理组建

宅基地“两项试点”、秸秆综合利用、农田

综合利用、“三农”统计监测等 4 个工作

专班，以及1个综合协调组。

王通林充分肯定 2023 年厅工作专

班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新的一年里，各

专班要进一步迭代优化、实战实干。县

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万工程”专班

要着力抓好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

革、重大政策和重大活动，全力以赴把

“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做得更深

更透。农业“双强”专班要紧紧聚焦农业

科技和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核心技术

攻关，持续推进农业“双强”工作走深走

实。共同富裕和农村改革专班要进一步

落地落实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四拳

八招”，加快形成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

改革硬核成果。数字“三农”专班要全域

推进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不断提升乡

村大脑能力，确保重点应用实战实效。

宅基地“两项试点”专班要强化沟通协

调、迅速破局，加快深化改革试点工作，

确保交出高分答卷。秸秆综合利用专班

要迅速出台2024年专项行动方案，加快

搭建相关政策体系，加速成熟技术和设

备示范推广，加强工作调度和激励，尽快

实现突破。农田综合利用专班要抢抓节

点，建立清单，因地制宜推进冬闲田利

用、“插花田”“抛荒地”集中连片整治，建

立清单化、销号制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土

地利用率。“三农”统计监测专班要强化

专题分析、数据服务等功能，做强“三农”

统计监测应用。综合协调组要强化保障

服务，进一步推动各专班之间形成比学

赶超的工作氛围。

王通林强调，要强化“主动想、重点

干、善沟通、出经验”的工作理念，砥砺奋

进，善作善成，迅速形成“开局就要奔跑、

起步就要跃进”的局面。要正确处理好

“内”与“外”的关系，对外要善于借势借

力，建立健全“大三农”统筹机制，对内要

坚持统分结合，在“统”上谋思路、下任

务、促落实，在“分”上发挥好各单位作

用；要正确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既

要胸怀大局，主动站在浙江全域乃至全

国的角度谋划“三农”工作，又要从“小处

着手”，把任务责任到人、把指标具体到

岗、把事项落实到位；要正确处理好“长”

与“短”的关系，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

当下，锚定破解“卡脖子”“瓶颈式”问题，

确保以更多的阶段性胜利夺取更大的长

期性胜利。

王通林要求，要注重保驾护航、行稳

致远，确保专班工作取得实战实效。要

进一步加强专班的运行管理和工作保

障，强化督考联动，坚持奖罚分明，加大

宣传力度，持续提升专班战斗力、凝聚

力、执行力。要进一步强化开拓创新奋

力攻坚的意识，对照“一等的人才、一等

的能力、一等的工作、一等的事业、一等

的形象”要求，全力推动专班工作再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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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岱山县海洋与渔业

局接群众报警，一只体

长1米左右的灰色海豚，

因被废弃钓鱼绳捆住，

搁浅于衢山岛狗头颈附

近，情况危急。该局迅

速组织执法船只赶赴现

场，经过近两小时救助，

成功将海豚转移到渔政

船上。渔政人员一边给

海豚浇水，帮助呼吸，一

边处理钓鱼绳，经检查

身体无大碍，最终将其

放归大海。

林上军 蒲成涛 摄

救助搁浅海豚救助搁浅海豚

王通林在省农业农村厅专班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放大专班优势 奋力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沈璐兰

隆冬时节，嘉兴市南湖区

余新镇田野上仍是一片绿意

盎然，田间麦苗长势喜人。嘉

兴市绿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强根正蹲在田埂上，

仔细查看麦苗长势情况。“去

年水稻收割后，我抓紧种下了

1.5万亩小麦，等今年小麦收割

后，秸秆可以还田，增加土壤肥

力，一举多得。”在陈强根看来，

选择稻麦轮作，增产增收是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把冬闲田利

用了起来。

“除推广稻麦轮作模式

外，我市还在省级补贴的基础

上叠加每亩220元的规模油菜

种植补贴，提高种植户实行稻

油轮作的积极性，并大力推广

‘浙油 50’等优良耐迟播品种

和稻茬直播油菜全程机械栽培

配套技术等，提高种植效益，让

冬闲田变高效田。”嘉兴市农渔

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张敏介绍。

荒地不荒，闲田不闲。日

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抛荒

耕地和冬闲田综合整治利用

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到今年4

月底，全省要完成抛荒耕地整

治 10 万亩以上，改造农田基

础设施 30 万亩以上，深耕深

翻并落实早稻播种面积 170

万亩以上。眼下，各地正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靶向治理，让

美丽田园成为浙江乡村一道靓丽风景。

“针对基础设施相对条件较差的耕地，由市里统一

安排资金、采购种子，委托种粮大户及村集体组织种植

油菜、豆类等旱地作物。像城南镇担屿涂围垦区，我们

就委托种粮大户种植了4500亩油菜。”温岭市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副局长林文志告诉记者，目前，该市单季稻农

田的农作物复种指数已达180%以上，现种植西兰花、叶

芥菜等冬季蔬菜11.38万亩，蚕豌豆、马铃薯等春粮4.27

万亩。

在庆元县屏都街道，“水稻—黑木耳”轮作种植模式

一改过去冬季农闲时“农民不耕田，农机过冬眠”的情况，

带来了良好效益。“每年水稻收割结束后，我就给农田铺

上水稻秸秆，上面放置黑木耳菌棒，一亩地可放9000袋左

右。木耳采收完，再还田种水稻。这样轮作下来，粮食亩

均产量超500公斤。今年我种了3万袋黑木耳，估计产值

能达到13万元以上。”屏都街道余村村农户许远财说道。

“我省耕地资源有限，推进抛荒耕地专项整治和冬

闲田综合开发利用，对挖掘粮食增收潜力有重要作用。

我们鼓励有能力的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以及镇、村集

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将外出打工、家中无劳动力或

异地搬迁不便耕种的田地利用起来，并采用稻稻、稻麦、

稻油、稻菜等‘两熟制’，因地制宜发展稻稻麦、稻豆油等

‘三熟制’，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省农业农村厅农田

建设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正组织开展所辖区域耕地

抛荒、冬闲田利用情况调查，将分类施策推进抛荒耕地

和冬闲田综合整治利用。

“在政策端，将进一步优化完善粮油生产扶持政策，

探索建立生产补贴与产量形成、耕种模式、抛荒地整治等

相挂钩机制，建立种粮补贴正向激励和负面清单制度，鼓

励各地加大对同一地块种植两季以上粮油作物的补贴力

度。”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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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更旺 农民更富

浙江持续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
□本报记者 唐豪

近段时间，“莓有烦恼”“莓好人

生”等互联网谐音梗，让建德草莓售价

水涨船高。“今年草莓个头大、甜度高、

口感好，整体销量不错。”杭州沃农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芳祥向记者介绍，

每公斤可卖到 50—70 元，贵的要论颗

卖。

建德草莓经过40余年发展，目前种

植面积达到7.8万亩，居全国第三、浙江

第一，产量1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46

亿元，成为响当当的富民产业。

这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名优“土特产”

的一个典型案例。2023年以来，我省发

布了两批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共收录

“土特产”1040个。

2023年初，一款以常山胡柚为主要

原料的饮料“宋柚汁”（原名“双柚汁”）火

爆市场，300 毫升装的每瓶售价 6.8 元。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常山胡柚每斤售价

仅几毛钱。“宋柚汁”的成功出圈，打破了

常山胡柚“价低伤农”的窘境。“胡柚深加

工的兴起，产业链的延伸，让常山胡柚产

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常山县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土特产”要从田间走向餐桌，离不

开冷链物流助力。为完善农产品冷链物

流网络，2023年，我省印发《浙江省农产

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规划

（2023—2027年）》《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

“百千”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争取

中央财政资金6000万元，新建国家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试点县 5 个，

建成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266 个、认定首

批省级冷链集配中心27个，逐步构建起

功能衔接、上下贯通、集约高效的产地冷

链物流服务体系，补齐补强我省农产品

产地冷链物流短板。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