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7日清晨，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四都村村民划着菱桶在水面采菱。当前，四都村的菱角进入采摘期，村民加紧采摘，及时供应

市场。 谢尚国 摄

水乡采菱忙水乡采菱忙

□本报记者 金国栋

“暑假期间，我们研学基地的房间都

订满了。研学项目包括无人机航拍、农事

体验、快递运输、灾难救援等领域，很受孩

子们欢迎。”近日，记者在杭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新港村采访时，该村党委副书记李

爱平兴奋地介绍村里的研学基地。

新港村的“研学热”只是我省不少乡

村发展研学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省乡村研学游项目层出不穷，亮点纷

呈。乡村作为学生探寻红色文化、开展

农耕实践、体验民俗非遗等的重要场所，

成为家长、学校等开展研学活动的向往

之地。这里能给予孩子们的不仅仅有蓝

天白云、亲近自然的辽阔场景，还有传统

农耕文化的体验等，让他们感受来自大

自然的独特快乐。

乡村成为研学游的大舞台。当下，

无论是农耕主题研学，还是“自然教育”，

乡村都是理想的去处。此前，相关部门

表示，要建设一批安全适宜的农耕文化

主题教育实践基地和研学基地。对乡村

而言，乡村休闲旅游项目被纳入科普、实

践基地后，将会有更多学生前往体验和

参与。“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你都会

发现这里飘散着瓜果的清香，在风光旖

旎的乡村一边漫步、一边享用可口的水

果。”一名小学生在参加了绍兴市上虞区

丁宅乡的研学游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外，乡村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更为

开展研学活动提供了绝佳载体。

内容成为研学游的竞争力。研学的

宗旨在于“学”，让孩子在研学中更有获

得感，感到“研”有所“学”是关键。对于孩

子们而言，传统的旅游市场提供的只是

“游”，缺少深度的体验内容和互动，而乡

村研学游不但有“游”、更有“学”，对于青

少年的成长很有必要。诚然，乡村研学游

要有持续吸引力，需要不断挖掘和更新产

品内容，注重放大乡村特色和优势，打造

研学特色品牌，吸引更多研学团队纷至沓

来。这一点，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的探索

实践就是一个很好印证。今年8月2日至

5日，“‘南北牵手，礼遇未来’早上好周末

回达塘”第二期夏令营活动在达塘村“早

上好研学基地”拉开帷幕，学员来自河北

邯郸和浙江衢州，旨在增进南北青少年之

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深入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了解“千万

工程”成果和未来乡村的发展。

“研学+”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当

下，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乡

村为各种新业态大放异彩提供了广阔天

地。一些地方通过发展乡村土特产，为

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更多“活水”；还有

些地方在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中给予乡村研学游更大魅力，赋予其更

多新的内容。8月2日，在杭州市富阳区

召开的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进

和美乡村三大行动现场会提出，全面实

施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

动，推动“千万工程”再出发再深化再提

升。这将为乡村研学游提供更好的硬件

保障。在我省推进现代“新农人”培育行

动中，鼓励更多研学导师加入“新农人”，

这同样会带来更多新理念、新方法。“90

后”倪淑娜是杭州富阳原素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吉庆农庄）总经理，也是一

名农创客，她大学毕业返乡后，除日常运

营吉庆农庄外，以研学活动为突破口，开

发休闲采摘、游园会、星空露营等趣味活

动，将吉庆农庄打造成集“吃、玩、游、学、

购”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园区，有力推动

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浙 农 观 察

乡村研学游何以“热”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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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明确，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我

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水稻小麦完全成本保险，对水

稻、小麦种植户分别给予每亩最高1400元、1000元的

保险保障，并继续实施规模粮油补贴、订单奖励、最低

收购价、大户贷款贴息等种粮扶持政策。接下来，我

们将健全完善‘惠农直通车’平台，推动项目全流程在

线、政策全方位保障、金融全方位对接，加快涉农政策

直达快享。”

《决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省农业农村厅

乡村产业与市场信息处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

省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大大提高了“浙”里“土特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接

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百链千亿”行动，打造“土

特产”全产业链，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培育乡村研学、农

事体验等乡村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决定》提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

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

分类帮扶制度。在这一方面，我省多地先行进行了探

索。“我市积极推进‘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全面破解

低收入农村人口家门口就业难题，目前已吸纳2.2万

人就业。”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我市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助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

近年来，我省围绕提低促共富，统筹实施先富带

后富“三同步”行动，全省低收入农户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均在10%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调发展处

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创新升级山区海岛县、重点帮促村、低收入农

户集成帮扶体系，迭代提升新型帮共体机制，擦亮农

村工作指导员‘金名片’，实施革命老区红色乡村振兴

计划，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高质量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近段时间，连续高温天气给我省蔬菜种

植和采收增加了不少难度。广大农业经营主体积极

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市民“菜篮子”质优量足、供应稳

定。

在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的150亩蔬菜种植

大棚内，绿叶蔬菜没有因高温“烧烤”而发黄，仍然一

片翠绿。“我们通铺了遮阳网，来降低棚内温度，并增

加喷灌次数，目前影响不大。为了避开高温时段，我

们每天从凌晨 5 时到早晨 8 时开始第一时段集中采

收，晚上6时到9时开始第二时段采收，采收的蔬菜直

接装车运往农副产品直营点、饭店、商超等地。”该公

司负责人沈玉兴告诉记者。

日头“火辣”，来自衢州市柯城区的“衢椒一号”也

正“热辣”上市。“这种辣椒将持续采摘到10月，预估总

产量可达3万余公斤，由浙江嘉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收购。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带来18万余元

收入。”柯城区七里乡治岭村党支部书记徐建富乐呵

呵地说。

尽管室外温度高达42℃，在我省浙北地区最大的

种苗培育基地——桐乡市安信种苗未来农场的数字化

育秧棚内，白天温度仍能保持在32℃，晚上则降到27℃

左右。“8月4日前，我们刚通播了一批种子用来培育150

万株番茄嫁接苗，目前会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对室内

温度进行调整。后续将利用自动控温系统、自动喷淋系

统、环境风能等数控智能平台，实现种苗培育全程闭环

管理，”该农场负责人李敬泉说。

记者从省蔬菜瓜果产业协会获悉，7月，全省蔬菜

播种面积46.46万亩，蔬菜总产量114.50万吨。截至7

月底，全省蔬菜在田面积170.60万亩。受连日高温影

响，今年蔬菜产量虽然较往年有所下降，但蔬菜生产

总体稳中向好，能确保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呈现逆势上扬的活力和韧性，进出口总

额达755.2亿元、同比增3.7%，其中，农产

品出口额217.6亿元、同比增16.3%，规模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农产品出口额继续

居全国前列。

统计数据显示，水产品、蔬菜、水果

等我省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增速保持强

劲势头，出口额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14.9%、29.4%、23.4%。我省杨梅走出国

门，远销新加坡、阿联酋、加拿大等20多

个国家（地区），受到广泛追捧。坚果、虾

蟹类等农产品进口数据亮眼，进口额分

别达33.1亿元、39.3亿元，同比均呈两位

数增长。

日本成为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产品出

口额最高的国家，达33.6亿元。另外，我

省对美国、东盟、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

农产品出口额保持上升势头，较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18.1%、20.2%、16.6%。

跨境电商等农产品贸易新业态新模

式持续崛起。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产品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51.3亿元，增长超三

成，占全省农产品进出口额的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实施‘地

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坚持

农产品高水平‘走出去’与高品质‘引进

来’相结合，大力支持出口企业参加国际

农产品展，组织开展境外推介活动，强化

农产品国际贸易预警监测，加大农产品

出口主体培育，助力我省农产品进出口

贸易高质量发展。”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上半年浙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再创新高
战高温 保供应

我省“菜篮子”拎得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