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年轻人回到乡村生活、工作，已成

为当前一种新的潮流。在新时代“千

万工程”引领下，以安吉为代表的浙江

乡村正不断打破乡村与城市间的壁

垒，于资源禀赋之上充分发挥特色优

势，布局产业新赛道，持续拓展县乡就

业创业空间，既为年轻人拥抱乡村提

供无限可能，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安吉县

新增就业创业青年近 5 万人，常驻人

口增加近10万人，增长20%以上。

何以安吉，何以乡村？

从杭州市区出发驱车北行，历时

近两小时，记者便抵达位于安吉灵峰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小瘾·半日村。

春日烟雨朦胧中，不少游客结伴而行，

尽情享受群山环抱间的这抹诗意。

从“空心村”到 2023 年收入 1.12

亿元，并吸引百余名创新创业人才的

集群民宿村落，小瘾·半日村为打造未

来乡村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而助

推小山村发生美丽蝶变的是一位极具

思想和创意的青年——陈谷。

“我是一名返乡设计师，被安吉的

好山好水吸引来的。村落所在的灵峰

山景区是全国 30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

景区中唯一一个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

度假景区，周边游乐园、滑雪场、高尔

夫球场等配套齐全，打造高端休闲旅

游和艺术文化创意空间的产业发展前

景好、预期高。”陈谷表示。

漫步于村内，记者偶遇了来自上

海的秦先生一家。秦先生表示：“除住

宿外，这边吃喝玩乐都很齐全，我在大

众点评APP搜索后，正准备带女儿去

不染美学空间做手工。”一旁的村庄运

营负责人陈紫欣介绍说，村落运营以

来，吸引的不止游客，还有一大批同样

看中发展潜质的年轻人，不染美学空

间负责人鄢玉婷便是其中之一。

“我是国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之

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我也是一名二胎

宝妈，看到网友分享这里的美景后带

小朋友过来游玩，没成想回到上海后

一直对‘小瘾’的生活念念不忘，索性

就把工作室也搬了过来。目前已在安

吉定居两年多了，工作范围也从单一

的画画培训拓展到竹文化、茶文化研

学活动等，暑期等旺季接待量能达到

每月数千人次。”鄢玉婷说，“在这里，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多了一份松弛

感。”

多年来，在安吉，一幅幅“村美、人

和、共富”画卷次第展开，不仅吸引鄢

玉婷等新乡人从城市“逆流”至乡村，

更唤来一批批原乡人回村创业。

漫山的茶园、绵延的竹海、郁郁的

林荫……记者在递铺镇鲁家村见到

“农二代”朱冰倩时，她刚接待完一批

乡村人才素能提升培训班的学员。“我

们家有白茶基地 300 余亩，父母一直

想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但体力、精

力和经营理念都跟不上趟。我回来

后，主要以开展农民高素质培训等业

务为主，平时也接待一些过来参观学

习‘千万工程’经验的团队。”当问及为

何选择回乡创业时，朱冰倩直言，“在

读大学期间，我一直关注政府在这方

面的扶持政策，为我毕业后回家乡创

业和发展增添了信心。”（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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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李曜清

“左采茶来右采茶，双手两面一齐下，一

手先来一手后……”这首《采茶舞曲》中的歌

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采茶工们的辛苦与不

易。然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类似场

景正悄然发生改变。

“坐在这台采茶机上采茶，既方便快捷

又安全，采茶工作舒适感大大提升。”记者日

前在位于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的浙江九奇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奇公司”）见到

了一台神奇的采茶机，只需要两个人配合，

坐着就能轻松完成采茶作业，一天可采收近

30亩地的茶叶。据省农业机械研究院茶园

机械研发团队成员王刚介绍，这台采茶机全

名叫“乘坐式采茶修剪一体机”，是他们团队

和九奇公司联合研发制造的。

“使用这台机器不仅能乘坐式采茶，还

能完成茶树修剪作业等采修一体化操作。

因为机器对采茶高度的精准控制，茶叶采收

质量明显提高。”王刚告诉记者。

“最关键的是我们研制的采茶机成功打

破了日本同类机械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而且

价格只有他们的一半，还可以根据国内用户

需求提供适配轨距、微调尺寸等茶机个性化

定制服务。”九奇公司副总经理徐黎婷说。

在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梅家坞的一处茶

园，3台由浙江理工大学农业机器人与装备

创新团队研发的智能采茶机器人也加入了

采茶队伍。“去年我们第五代智能采茶机器人的采摘识别成功

率超过了90%，采摘的茶叶质量符合中端龙井茶的标准。”该团

队成员贾江鸣副教授介绍说，“今年我们对智能采茶机器人进

行了升级改造，两支机械臂增加到四支，两台固定识别相机减

到一台移动识别相机，在有效提高采茶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生

产成本。”

记者了解到，从实验结果来看，目前智能采茶机器人的工

作效率比去年提高50%，一台机器可以代替一个半人工，日均

可采干茶1.5斤。

茶叶是我省最具特色、最负盛名的历史经典产业之一。近

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三茶”统筹发展理念，以农业“双强”行动

为抓手，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机器换人、数字赋能和全产业

链发展。如今，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新产业、新

模式、新技术势必会给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注入新的发展动

能。

“从一个变异茶芽到一组黄色茶树品种，再到彩色茶树品

种类群的种质创新，我们实现了茶树品种从清一色绿叶树种向

彩色树种的跨越。”宁波彩色茶树种质创新团队负责人王开荣

如是说。

不久前，由该团队研发的“曙雪”“采金雪”等粉色茶树新品

种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这标志

着宁波彩色茶树家族又添新成员。

粉色茶，顾名思义是指茶树幼嫩芽叶呈粉红、粉黄、粉橙等

颜色的一类茶树。记者了解到，早在2008年，由宁波彩色茶树

种质创新团队培育的“黄金芽”黄色茶被认定为浙江省林木良

种，并成功引领全国黄色茶产业化的兴起。之后，黄色茶新品

种“御金香”“黄金甲”等相继育成。截至去年，王开荣和他的团

队创制出千份彩色种质。宁波彩色茶树“大家族”也先后有30

个彩色茶新品种加入。

茶叶领域新质生产力除了采茶机器人、茶叶新品种以外，还

有可以提前预报茶园低温冻害等情况、有效减少损失的茶叶气

象智慧监测预警系统等。“茶叶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突破产

业发展瓶颈，加快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提高产业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省农技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俞燎远表示，接下来，我省将围

绕茶叶产业提能升级，加快美丽茶园和数字茶厂建设，创新原叶

茶饮等精深加工产品研制，做大做强龙井茶等区域公用品牌，

巩固提升浙江作为茶叶强省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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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一场吸引青年入乡发展的安吉探索

4月19日，武义县

王宅镇的农民忙着起

运秧苗、翻耕平整水

田、插种早稻等，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右边大图为王宅镇汤

处村种粮农户驾驶插

秧 机 在 插 种 早 稻 秧

苗。小图为王宅镇仁

村育秧工厂员工忙着

起运秧苗。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谷雨时节农事忙谷雨时节农事忙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4 月 17 日，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

通林带队赴绍兴市和金华市，深入开

展“四下基层”破题解难服务活动。

他强调，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有关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四下基

层”优良传统，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

落实”活动，扎实推进“三整训两走访

一提升”，探索推进一线问需、现场解

题，扎实做好国有农场现代化建设、

企业发展帮扶等重点工作，助力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

绍兴东湖农场始建于1951年，是

全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农场。

王通林走进农场精神传承馆和小麦种

植基地，与农场负责人、农场承包户深

入交流，了解春耕生产、农场改制、职

工待遇等情况。他对农场的发展成效

给予肯定，并勉励农场要继续提高站

位，结合农业“双强”行动，加快推进农

事服务、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

在新定位上有更多新作为。

在绍兴市大禹蚕种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王通林详细了解公司原种繁育、

蚕新品种引进与试繁、蚕种质资源保

护等情况。他勉励公司围绕做大做强

目标，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进一

步提振信心，扩大产值规模，积极“走

出去”，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

全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作贡献。

位于义乌市的浙江润峰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驱蚊、止痒等产

品，2023年营业收入达2.2亿元。王通

林边走边问，考察生产车间，详细了解

企业卫生杀虫剂等生产经营情况，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询问所需所

盼。他强调要进一步开展好暖心服

务，加强法规宣传教育，指导企业推进

农药技术创新。

王通林指出，今年是全省农业农

村系统的“巩固提升年”，要持续深化

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深

入开展“四下基层”破题解难服务活

动，切实解决农业生产需要、农村发展

迫切、农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厚植

为农情怀，提升工作效能。要找准工

作着力点，强化顶层设计和摸底调研

工作，精准谋划出台政策措施，大力支

持国有农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要强化主动服务意

识，进一步做好农药企业的帮扶工作，

严把质量，提高效率，鼓励创新，全面

提升我省农药企业发展活力和整体实

力，助力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建设。

王通林在绍兴金华开展“四下基层”破题解难服务活动时强调

扎实做好国有农场现代化建设、企业发展帮扶等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