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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昨天是夏至节气。近段时间来，从浙

北平原到浙南山区，夏收、夏种、夏管一派

繁忙景象，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奔涌，丰收

新图景全面勾勒。

连日来，浙江各地科学谋划、精心组

织、多点发力，攻坚克难稳面积，千方百计

提单产，扎实推进“三夏”生产工作。据省

农业农村厅业务调度数据显示，当前，全省

粮油生产稳中有进，夏收粮油再获丰收，早

稻种植面积稳步增加，秋粮播种进展有

序。那么，在推进“三夏”工作中，浙江有哪

些新举措？取得了哪些新实效？

下好政策“及时雨”。推进“三夏”生

产，既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耕耘，也

离不开各项政策要素的强力保障。早在今

年5月，省农业农村厅就印发了《关于切实

抓好“三夏”生产工作的通知》，对抓好今年

“三夏”生产工作作出明确要求。近两个月

来，浙江切实发挥好已有政策优势，进一步

落实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包片指导督促粮

食生产工作制度，压茬推进夏收夏种，持续

抓好机收减损，全力确保农机跨区作业通

行通畅，坚决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今

年夏收期间，全省共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

务队 243 支，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 2500 余

份。全省小麦、油菜收割进展顺利，6月中

旬全部收割完毕。

巧用科技“新农具”。“三夏”生产，抢的

是时间、更是效率，必须提升科技“硬实

力”。浙江持续推进农业“双强”行动，依托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大幅提升防病治

虫、施肥施药、夏播夏种等田管种植效率，

促进节本增产，让农民种田更轻松。夏收

期间，全省共投入联合收割机5360台、烘干

设备5317台套，诸多涌现在田间地头的新

机具，其效用令人眼前一亮；遍布全省的百

余个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一条龙”助力

耕、种、管、收、储，周边农户只要“点单”即

可呼叫帮手，“一站式”享受现代化农事服

务……放眼浙江沃野，科技助力、数字赋

能，让这个“三夏”新意更浓，也为端稳端牢

“浙江饭碗”增添了更多动力和底气。

打好防灾“主动仗”。浙江自 6 月 9 日

入梅以来，大雨暴雨一直在浙中南一带控

场，给当地推进“三夏”生产工作带来一定

影响。为统筹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我省农

业农村部门及时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梅雨

期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启动每

日工作调度机制，并主动与省气象局对接，

加强与应急部门会商，通过农民信箱发送

预警、提醒短信。同时，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紧密结合“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持续开

展防汛备汛检查排查，实地指导服务农业

主体，全力降低农业因灾损失。

盈车嘉穗、穰穰满家。“三夏”涉及夏收、

夏种、夏管，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

需要更多辛勤耕耘。时下，浙江正落实落细

“三夏”生产各项关键措施，为确保全年粮食

生产实现“九连增”打下坚实基础。

看“三夏”新“丰”景

浙 农 观 察

近日，德清县阜溪街

道民进村村干部和民兵

在杨坟坞水库巡查，排查

安全隐患。当天，阜溪街

道对辖区水库、河道开展

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多措

并举做好灾害防范等工

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谢尚国 摄

汛期巡查汛期巡查
保安全保安全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6月20日至22日，2024中国种

子大会东阳鲜食玉米种业展示会在东阳举

行，浙江·长三角鲜食玉米新品种大会同步举

办。大会吸引了来自北京、福建、浙江、河北、

广东、云南等25个省（区、市）的130余家科

研院所、企业前来参展，共展示鲜食玉米新品

种713个，其中甜玉米311个、糯玉米402个。

在大会的“鲜食玉米品种田间展示”环

节，多位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比对不同鲜

食玉米品种的穗型大小、整齐度、产量等特

征以及抗病虫害能力、适应性等，初评出91

个优质鲜食玉米品种。在此基础上，评选出

“白甜833”等甜玉米十大优秀品种、“万糯

2000”等糯玉米十大优秀品种以及“闽双色

10号”等甜玉米苗头品种、“浙科糯17号”等

糯玉米苗头品种。专家表示，此次参展品种

品质优、产量高、抗逆性强，代表了我国鲜食

玉米最新育种成果和最高育种水平。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科技成果转化合

作签约仪式，举办了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报

告会、鲜食玉米品种田间展示观摩、科技成

果洽谈与对接等一系列活动。

2024浙江·长三角鲜食玉米新品种大会在东阳举行

□本报记者 杨怡

编者按：

历史经典产业是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前

不久，浙江出台政策推进历史

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

展，引发广泛关注。今日起，本

报推出《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栏

目，重点关注我省农业领域历

史经典产业，展示我省发展农

业历史经典产业、推动百姓增

收致富的好经验、好做法。

浙江采集与栽培中药材历

史悠久，其中当属“浙八味”最

负盛名。所谓“浙八味”，指的

是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

延胡索、玄参、笕麦冬、温郁金

这八味中药材。根据史籍记

载，“浙八味”作为浙江省道地

药材已有一千多年种植历史。

近日，记者前往省内几个

中药材种植基地采访，了解各

地在发展道地中药材产业上的

举措和成效。

位于桐乡市石门镇白马塘

村的浙农杭白菊 GAP 示范基

地，是全省首个符合新版 GAP

标准的杭白菊基地，也是我省

最大的杭白菊规模化种植基地。“我们与省中医

药研究所合作，建立药用杭白菊种质资源圃和

辐射诱变育种试验区，开展杭白菊新品种培育

工作，以此选育更加符合药用标准的杭白菊种

苗。”基地负责人陈磊告诉记者，基地还对接省

药检院，设立专家工作站，共同开展种质资源保

护、新品种选育等研究。

桐乡通过实施省级种子种苗工程，已筛选

收集朵型大、抗病性强的优质种质，收集保护早

小洋菊、小洋菊等品种6个。去年，桐乡市共繁

育杭白菊健康种苗350万株，累计推广应用820

亩，实现产值2244万元。

近年来，浙江率先实施国家“浙八味”道地

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先后建成桐乡杭

白菊、磐安中药材、乐清铁皮石斛等5条产值10

亿元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达193亿元。同时，持

续开展中药材生态化和标准化技术推广。据省

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2023 年，全省“浙八味”

总种植面积19.87万亩，总产量达6.41万吨，总

产值达到19.92亿元。

此外，浙江还通过生产方式、产品形式、场

景模式等多方位、多形式不断创新，让“浙八味”

乃至全省中医药产业真正“潮”起来。

在磐安，一家名为“盘安膳茶”的饮品店，以

“药膳+奶茶”为主打思路，按照传统熬制方法，

将中药材熬制成茶汤，与牛乳相融，散发浓郁药

材香的奶茶，既健康又兼顾口感，深受大众欢迎。

“‘盘安膳茶’养生奶茶是我们药膳集团针

对年轻人群体量身打造的，店内所有药材规

范供应。”“盘安药膳”创始人蒋公标告诉记者，

该集团不仅从自有的3000 余亩规范化种植基

地采摘药材，也会从本地“浙八味”市场，根据药

膳所用药材的质量标准进行采购，从源头上保

障“盘安药膳”的品质。

近年来，磐安县扎实开展种质资源圃、磐安

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产地初加工技术提升

等建设，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推进中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该县已建成元胡、白术、杭白芍

等道地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14个。

随着中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包括铁皮石

斛、衢枳壳、乌药、三叶青、覆盆子、前胡、灵芝、

西红花等药材在内的“新浙八味”应运而生。

2023 年，全省“新浙八味”种植面积达 27.74 万

亩，总产量为1.83万吨，总产值近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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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雅萌 通讯员 徐圣开

本报讯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夏季制

种插秧时节，遂昌县三仁畲族乡水稻制

种大户尹润海忙得连轴转。今年，他流

转了 500 余亩水稻田，现在正进行测土配

方施肥、移栽水稻秧苗等作业。在遂昌，

像尹润海这样从事杂交水稻制种的农户

超过 600 户，发展水稻制种面积约 2.15 万

亩。

遂昌是省级良种繁育基地县和省级唯

一种业强镇所在地，拥有全省最大的杂交

籼稻制种基地。近年来，该县与中国水稻

研究所、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开展合作，摸

索、推广杂交稻制种关键性技术，并与浙江

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

等单位合作，聚焦制种技术创新，引进高端

技术，加快制种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

密集型转变。

在政策层面，遂昌县每年安排1000万

元奖补资金，从播种、生产、加工、销售等环

节，对杂交水稻制种进行全链条、全方位扶

持，加上原有的省级以上补助，制种补贴最

高可达每亩2087元。

“政府还为我们开展业务培训，提供

‘粮农贷’和‘零成本’投保专项保险，解决

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遂昌县新路湾镇水

稻种植大户杨春福告诉记者，县里不断完

善杂交稻制种专项保险，每亩 220 元的保

费，其中93%由财政承担、7%由县种子公司

承担，粮农不用支付保费，却可获得每亩最

高2200元的赔付保障。

“2023年，遂昌县杂交水稻制种产量为

220万公斤、产值超过8000万元，直接带动

种植户增收2600余万元，已成为遂昌县的

农业支柱产业。”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

玮珺表示，该县将持续通过“政策+科技”双

轮驱动，全面促进制种产业提质增效，全力

争创国家级制种大县。

遂昌：“政策+科技”，驱动水稻制种产业提质增效

发展历史经典产业发展历史经典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