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探索多种类型农作

模式创新。模式创新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

途径。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资助创新农作制度试

验示范项目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一大批生态

高效的稳粮增效、林下套种、种养结合、水旱轮作、

立体种养等农业种养模式。如台州市农技推广基

金会根据本市人均耕地只有 0.37 亩的实际，把“千

斤粮、万元钱”模式列入工作重点，先后示范推广了

“稻—菜”“稻—渔”“稻—药”“稻—菌”等粮经结合、

种养结合的五大类型80多种新型农作模式，有力地

推动了稳粮增效。丽水市农技推广基金会在全市

开展多区域、多类型的“千斤万元”模式创新实践活

动，通过以点带面，基本形成八大类型 80 多种创新

模式，特别是“水稻－蔬菜”多熟制高效栽培模式、

“水稻－瓜果”多熟制连作高效栽培模式等４种模

式已在全市普遍推广应用。衢州市农技推广基金

会根据森林覆盖率高达71.5%的实际，重点支持具有

较好立地条件和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新模式，形成

了一大批特色农业新模式，把农业生产力提高到了

一个新水平。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科

技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

来，全省各级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积极资助农业科

技创新，取得了很好成效。一是积极资助农业新品

种引进培育。如杭州市农技推广基金会积极支持农

业企业开展新品种选育，杭州浙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芦笋育种基地，经过多年努力已选育出早生、高

产、综合性状优异、在国际上领先的杂交一代芦笋新

品种。嘉兴市农技推广基金会资助南湖区葡萄标准

化栽培技术创新，其中“阳光玫瑰”等三个优质新品

种得到快速推广应用，优质葡萄新品种种植面积达

到全区葡萄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温州市农技推广

基金会资助永嘉稳蜂专业合作社引进改良蜂种，群

蜂产量比普通蜂种提高35%以上。二是积极资助农

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如舟山市农技推广基金会根据

自身渔农村实际，积极推广水体立体化混养、精养和

工厂化养殖技术，资源化的高密度养殖已成为广大

养殖户的普遍共识。温州市农技推广基金会扶持五

福山生态农场研发“夜蛾通缉令”，目前该“夜蛾通缉

令”已销售５万多套，供省内外１万多家种植户使

用。三是积极资助农业数字化变革。如金华市农技

推广基金会资助兰溪果香农场枇杷优质栽培技术试

验示范项目，运用智慧大数据平台对枇杷生产所需

温度、湿度、肥水、病虫防治等实行智慧化管理，有效

提升了枇杷产量和品质，其大棚枇杷商品果率达到

80%以上，比露地栽培提高30%以上，裂果率从露地

栽培的35%降到5%以内。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积极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些年来，各市农

技推广基金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积极资助农业绿色发展。一是不断探索农业循

环利用。如杭州市积极探索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猕猴桃剪枝作饲料增收节支、山核桃外皮制作专

用有机肥增产四成，农作物秸秆作育秧肥变废为

宝。宁波市积极资助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试验示范

项目，开展了不同耐高温微生物、高温发酵肥等4项

试验，获得很好效果。二是积极探索共生共育。这

些年来，各级农技推广基金会先后资助了大批稻虾、

稻鳖、稻鸭等共生共养项目。如嘉兴市自2009年以

来以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综合效益为目标，通过水

旱轮作、种养结合等手段，大力推广粮经结合、种养

结合模式，共投入资助资金300万元，设立各类稻渔

综合种养试验项目近 40 个，面积达 17.3 万亩，实现

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粮渔共赢”。湖州市资助

的稻渔（虾、蛙、鳖）等共生共育模式已在全市广泛

推广，为提高种粮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

积极资助农业肥药“双减”。如杭州市资助淳安双

英家庭农场实施的水果高品质栽培项目，通过肥药

控制等技术综合应用，产品供不应求。实践表明，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农业绿色发展大有可

为、大有前途。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推进产业创新。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这些年来，我们积极资助农

业产业创新。一是积极资助提升传统特色产业。如

杭州市重视本地特色传统产业提升，一批如萧山鸡、

淳安花猪、临平小林黄姜、塘西枇杷、里叶白莲等传

统名优产业得到保护和发展。台州市从2019年开始

在黄岩头陀镇开展“柑橘种植示范”，项目以优新品

种示范、营养钵无病毒大苗培育、初结果期柑橘园高

效管理技术等开展试验研究，完成25个新品种调查

研究，年繁育柑橘脱毒苗10万株，目前基金会资助的

9个助推项目进展良好。二是积极资助开发新兴产

业。如绍兴市资助新昌鼎和专业合作社开发藏红花

生产，引导农民利用冬闲田试种藏红花，使具有“植

物黄金”之称的藏红花产业在新昌落地生根，目前已

有300多农户参与。三是积极资助农业产业链优化

升级。如台州市资助温岭红日农业专业合作社打造

农业全产业链，在产、加、销三端同时发力，先后开发

出八大类市场畅销农产品，极大提升了农产品附加

值。省农技推广基金会资助温州花城农业科技公司

种植食用花卉，现拥有各类花卉品种 10 多个，带动

113 户农户种植花卉，同时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实践表明，产业创新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途径。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培育职业农民。高

素质劳动者是强农之基、兴农之本。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必须全面实施“新农人”培育行动。自2017年

以来，我们充分发挥省、市民办农技推广平台在培养

新型职业农民中的作用，已接受研修生、实习生共

3745 人次，开展各类短期技术培训 17.5 万余人次。

各市农技推广基金会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如湖

州市目前已实施省、市两级平台项目20多项，累计承

接研修实习人数331人；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398期，参训人数1.5万余人次。绍兴市建立了省和

省市共建平台10个，市、县（区）级平台７个，共接受

研修生实习生250余人，开展各类短期技术培训1.25

万人次。金华市充分利用省和省市共建农技推广平

台培训研修学员 260 人，举办研讨培训活动 2951 人

次。平台培训涉及甜樱桃、食药用菌等14个种类，其

中甜樱桃南移栽培技术、“林地/食（药）用菌”模式及

技术、外来有害生物防控技术、金华佛手及系列食用

产品开发技术和麻鸭绿色健康、旱（笼）养殖技术填

补省内空白或处领先水平。台州市通过农技推广平

台研修新型职业农民394人次。所有这些，都为促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丰富人才资源。

实践证明，长期以来我们实施的创新农作制度

试验示范和通过民办农技推广平台培养职业农民的

策略，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高度吻合、

完全一致。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切实抓住当

前新技术带来的有利机遇，按照“扶小、扶新、扶优、

扶农民”原则，加大农业新模式、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应用和职业农民研修培训力度，进一步增强农业发

展动能，丰富农业发展空间，提升农业产值和效益。

作者单位：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

赵戊辰来稿说，日

前，省自然资源厅、省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关于深化“千万工程”提

升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水平

的通知》，自2024年8月1

日起施行。《通知》提出，各

地要按照“多规合一”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要求，统

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完善乡村规划体

系；科学制定“通则式”乡村

规划管理规定；打造具有辨

识度、创新性的乡村地区规

划管理样板等目标。村庄

规划如何科学合理编制？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强规划优布局。乡

镇级总规是县级总规在

乡镇单元的深化，村庄规

划是破解乡村发展困境

的直接抓手，要扎实推进

乡村地区“141X”规划体

系全覆盖，以优布局为导

向，既重视集镇区功能完

善，又关注边界外重点项

目落位、耕地连片整治、

林苗一体化、乡镇农房集

聚建设等，做强布优农业

农村发展空间，实现指标

“强传导”、布局“有章

法”、定位“有特色”、承载“有空间”，促

进城乡多维融合、要素多向流动，切实

走出一条存量时期乡镇农村空间布局

优化路径，真正承载好农业农村新质生

产力发展所需要素空间。

抓腾挪换空间。存量空间视域下，

激发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要着力抓好

空间腾挪置换，为生产力发展适配合理

空间，推进生产力与生产要素双向奔

赴。要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点推

进林耕置换，引导耕地下山、林地上山；

提升多田套合率，推动耕地破散促聚、

集中连片。结合低效用地整治，盘活闲

置农房，复垦弃荒抛荒未利用土地。

出政策强保障。新一轮国土空间

“三区三线”划定后，城镇、农村空间格

局趋于稳定，增量空间基本锁定。要坚

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切实倾听基层

声音，回应实际诉求，做好充分的调研

与论证，加快试点地区经验总结推广，

真正找到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要素

破局点。

以高质量的空间要素，承接好、发

展好新质生产力，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要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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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先进农业技术推广

日前，淳安县千岛湖镇坪山生态浮岛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夏季“整地”，换种应季的水上蔬菜空心菜。坪山生态浮岛

共计约65亩，此次选种的夏季水生空心菜，根系发达、维护简单、脱氮除磷效率高，通过栽植和收割，能从水中带走一定数

量的氮磷，进一步提升千岛湖水质。 余剑锋 摄

□骆建华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

署，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农业作

为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我

们要深刻领悟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深化对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的理解，切实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落实到农技推广

工作实践中去。

生态浮岛生态浮岛““夏种夏种””忙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