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军

雁行万里靠头雁，在实施现代“新

农人”培育行动中，需要“头雁”发挥作

用。自2022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以来，宁波市坚持因地制宜，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头雁）培育项目，形

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示范带

动效应，有力夯实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基础。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处处

长李永华告诉记者，近两年来，该市通

过实施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头雁）培育

项目，有力促进“头雁”主体联动、示范

带动、服务拉动，带头强化培训成果转

化，助推农业强市建设。目前，该市累

计培育部级和市级“头雁”392人。

据了解，去年宁波市“头雁”培育的

学员中包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

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及骨干、乡

村规划建设人才、乡村社会服务人才、

乡村文艺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要求

年龄在5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根

据学员对象，分为现代农业生产保供、

现代农业绿色科技高质量发展、新型农

业创新经营管理和乡村建设与治理领

军人才四大主题培训班，通过专题讲

授、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环节，让学员

在综合素养、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等方

面有效提升。

宁波市海曙禾茂家庭农场负责人

樊丹阳是一名“90后”农创客。“目前，农

场承包农田达1000亩。2022年，我参加

了在浙江农林大学举办的‘头雁’培育

项目，收获很大。”樊丹阳回忆道，经过

这次培训，不仅让她学到了农业生产前

沿技术、农业新媒体运营等方面的知

识，还让她结交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

“近3年来，农场年均带动周边30余

户农户增收，累计为周边粮农开展社会

化服务面积达20万亩。”樊丹阳说，今年，

她和小伙伴将以政策为牵引，加快整合

资源，全面推进“禾沐春风·共富新‘稻’

路”项目，着力推进一产现代化、二产品

牌化、三产文旅化、平台生态化，努力吸

引更多科技、服务、技术等资源集聚到共

富平台，进一步提高为农服务水平。

和樊丹阳一样，象山桔之香家庭农

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顾莹也从乡村振兴

领军人才（头雁）培育项目中受益匪

浅。“2023 年，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头

雁’培育项目，不但学到了经营管理知

识，还在参观嘉兴一个红美人种植基地

后，打开了发展研学的新思路。嘉兴这

个红美人基地面积仅20亩，通过研学拓

展了产业链，亩均产值达到10多万元。”

顾莹告诉记者，她从嘉兴回来后，立马

建议当地政府，鼓励农户开展红美人基

地研学活动。这个建议有力推动了周

边农户增收。

“我们按照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

的要求，加快构建乡村人才振兴全链条机

制，每年将培育‘头雁’200人，力争到2027

年累计培育‘头雁’1000名。”李永华说。

□本报记者 李军

“九山半水半分田”是丽水的写照，

也是制约其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因

素。然而，去年该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实现全省“15连冠”，低收入农户

收入增幅实现全省“八连冠”，村集体经

济首次实现总收入增幅、经营性收入增

幅、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集体经济强

村数占比增幅全省“三个第一”！近日

公布的这一组数据引发热议。这份优

异成绩单是如何取得的？增收密码又

有哪些？

产业先行强基础。蝉联桂冠离不

开产业基础。丽水市把产业振兴作为

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核心，利用生态优

势，强化“跨山统筹”理念，一体推进农

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针对农业产

业共性问题，丽水市可谓动了真格，实

施精准打靶，打破部门界限和行政区

划，启动“品质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三年

行动”，通过“链长”，直接打通部门沟通

壁垒，解决发展瓶颈。去年，丽水市农

业产业发展迎来“黄金期”：全市农林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77.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9%，品质农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

634.34亿元，同比增长10.04％。项目建

设是加快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引擎。

去年，该市农业农村领域“招大引强”重

大项目达80个，到位资金15.4亿元。同

时，去年该市还申报立项入库农业“双

强”项目31个，涉及总投资近2.25亿元，

项目入库总数及项目总投资额排名均

居全省前列。

人才振兴添后劲。加快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人才是第一资源。丽水市的

乡村人才品牌响当当。丽水“农三师”

就是该市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创业

技能，精心打造的乡土人才品牌，新入

选的高级、金牌“农三师”列入丽水市人

才目录。2023年，丽水市完成“农三师”

等共富能力提升4.8万余人次。同时还

开展“百万农民大培训促共富”五年行

动计划，推进惠及全体农民、“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的教育培训服务，全市

“百万农民培训”已达25.4万人次，培育

电商市场主体 1.8 万余家，吸引众多农

创客返乡创业，有力带动更多农民走上

致富路。

集体经济强动能。如何再做大村

集体经济“蛋糕”，打通乡村振兴的“任

督二脉”？丽水市在全省首创强村公

司模式，按照“产权清晰、收益归村”原

则，以全资、控股、参股和多村抱团等

多种形式组建县级强村公司9家、乡镇

强村公司 173 家，实现村（社）全覆盖，

并形成了股东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

制。同时不断细分赛道、推陈出新，总

结和提炼出了包括茶业致富型、特色

种养型、异地搬迁型、农旅收益型、来

料加工型、直播电商型、农遗增收型、

古村发展型、技能提升型、林权变现

型、共富工坊型以及兜底保障型在内

的助农增收“十二模式”，针对低收入

农户，还发挥失地保险促增收、就业帮

扶保增收的作用，有力提升兜底保障

水平。

新的一年，如何让农民的口袋再

鼓些？丽水市再次明确目标：“农民收

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在处州大

地，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

全面振兴新画卷正徐徐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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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速实现“15连冠”，丽水靠什么？

3月14日，在

湖州市吴兴区织

里镇伍浦村伟祥

农业园区羊肚菌

种植基地，吴兴区

供销社组织志愿

者开展“直播带

货，助力共富”活

动，帮助菇农拓展

销售渠道，助力增

收。

邓德华 摄

助农直播助农直播

乡村人才振兴，宁波有实招

（上接第1版）

“从亲本选择，经多代

筛选，再到定型，耗时3年，

终于选育成功。”嘉兴市农

科院水稻育种研究所副所

长姚坚是常规粳稻品种“浙

禾香2号”的选育团队负责

人，该品种获得 2023 年全

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金

奖，并先后 3 次获得“浙江

好稻米”金奖。据他介绍，

“浙禾香 2 号”于 2021 年通

过审定，此后两年，省内推

广面积分别达到 8 万亩和

17万亩。

曾几何时，国内西兰花

种子长期被欧美、日本的种

业公司垄断。2018 年，浙

江牵头组建国家西兰花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

经过多年潜心钻研，目前联

合攻关组突破了西兰花杂

交制种关键技术，共育成西

兰花新品种 127 个，其中，

年销售额超千万元的品种

有3个，成功打破西兰花种

子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尴尬

局面。

“培育新质生产力，在

育种领域大有可为。通过

运用高精尖生物技术，可以

更快攻克育种难关，培育出

更多高产、优质、稳产良

种。”姚坚如是说。

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健

全良种推广体系，加大良种

繁育力度。近5年，我省主

要优势农作物品种在省外

累计推广 1.1 亿亩，主要农

作物和重要畜禽良种覆盖

率达98%以上，水产优质种

苗覆盖率达90%以上。

罗氏沼虾“南太湖”系

列品种育繁推一体化模式

已成为全国商业化育种典

范。自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于2009年育成国内第一个

罗氏沼虾国家水产新品种

——罗氏沼虾“南太湖 2

号”，到2022年推出罗氏沼

虾“南太湖3号”，“南太湖”

系列品种成功破解我国罗

氏沼虾种质衰退、成活率低

等问题，目前其优质苗种年

均推广能力达到 200 多亿

尾，直接受益面积达30余万

亩。“‘南太湖3号’生长速度

快、抗逆能力强、养殖成本

低，适宜培育大规格商品

虾。”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有

关负责人说。

为推进种业强省建设，

近些年，我省先后制定了种

业振兴实施方案和现代种

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今年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提

出，要强化双轮驱动，做强

农业科技，增强内生发展

动能。只有形成推进种业

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供种安全可

靠，更好激发浙江种业“芯”

力量。

（上接第1版）

在绍兴市柯桥区兰亭

街道黄贤村农户闾品质的

承包田里，记者看到当地

农技人员正在查看苗情，

并针对农作物培育管理、

病虫监测等开展技术指

导。闾品质说：“前段时间

阴雨天气多，对小麦长势

有影响。农技人员几乎每

天都要过来查看地里情

况，给我提供了很多管用

的建议。”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全省春耕备

耕生产扎实有序推进。冬

春季农田翻耕计划面积

389.6万亩，截至3月14日，

已翻耕面积251万亩，翻耕

进度达64.4%；春播计划面

积605.3万亩，已播239.4万

亩，播种进度39.6%。

我省按下春耕备耕“快进键”

100支服务队奔赴基层一线
省农业农村厅持续推进“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印发《关于深入践行

“四下基层” 持续推进

“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组织 100 支服务队常态化

联村、联企、联基地，帮助

解决农业生产最需要、农

村发展最迫切、农民群众

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助力

全年“三农”工作目标任务

高质量完成。

《通知》强调，要聚焦服

务重要农时农业生产、推进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做深做

透乡村“土特产”文章等，深

入基层一线，开展面对面指

导服务和政策宣讲，督促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早开工、早

建设、早投产，帮助拓宽农

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

值。

《通知》要求，要聚焦实

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保

障农业农村领域生产安全

等，了解乡村人才队伍建

设，抛荒耕地、冬闲田综合

整治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农村领域防灾和应

急救援等情况，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