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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1

月15日上午，省委

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通林赴嵊州

市、新昌县，调研秋

收冬种、缩小“三大

差距”、土特产发展

等工作。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

扎实推动秋收冬

种、缩小“三大差

距”、土特产发展等

重点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高质量完

成全年农业农村发

展目标任务，为勇

当先行者、谱写新

篇章贡献更多“三

农”力量。

嵊州市三界镇

素有“嵊北粮仓”之

称。在该镇的长桥

畈，王通林一行沿

着机耕路，一路走，

一路问，与当地农

业农村干部进行面

对面交流，详细了

解晚稻收割进展、

农业政策性保险、

农业补贴、病虫害

防控、秸秆科学还

田利用等情况。他

要求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要继续压紧压

实工作责任，全力

夺取粮食丰收，为

今年全省粮食产量

实现“九连增”多作

贡献。

新昌县澄潭街

道梅渚村是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浙

江省首批历史文化

村落。近年来，该

村以“文旅共富”为

目标，着力提升农

村公共服务水平，

有效缩小城乡差

距，成为功能完善、

产业突出、共同富

裕的和美乡村。王

通林一行走村入

巷，考察了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公共

服务设施、农产品销售等情况，并与村干部和村民拉家常、谋发

展，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王通林勉励梅渚村进一步提升农村

公共服务水平，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让

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浙江品晟渔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新昌县羽林街道，是全

国最大的光唇鱼苗种繁育基地，也是全省首家省级光唇鱼原

种场。王通林边走边看，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溪流性鱼类

养殖、产业富民、尾水处理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继续做好品种

选育开发、设备优化升级等工作，提升溪流性鱼类产业发展水

平。

王通林对嵊州和新昌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他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前正值秋收冬种关键期，要

把抓好秋收冬种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加强农业社会

化服务，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制，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全

面做好冬种小麦、油菜等工作，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坚

持以“千万工程”为统领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谋深做实“强城”

“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提升农村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促进青年

入乡发展，进一步打开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

通道，合力谱写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新篇章。要聚力做好乡村“土

特产”文章，深层次延伸产业链，为浙江“土特产”先行进一步蓄

势聚能、再谱新篇。

有“智”更有“质”
浙江农业科技感“拉满”

□本报记者 李军

初冬，浙江农业科技再添一把高

质量发展的“火”。

11月12日，全省农业科技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分析形势、部

署工作，吹响了以农业科技创新塑造

发展新优势的奋进号角。

一个会，见真章，知实效。近年

来，浙江瞄准农业“双强”主跑道，深化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抓实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快培

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农

业科创高地，让农业发展有“智”更有

“质”。去年，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67.97%，农业科技水平居全国

前列，全面赋能全省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

善于攻关——
技术创新进一步突破

“这个品种很棒！这几天，我们

农场种植的 680 亩连作晚稻开始全

面收割，品种都是‘甬优1540’。尽管

受前期高温天气影响，但产量还是很

不错，亩产估计 550 公斤以上。”说起

晚稻稳产的秘诀，温岭市国聪家庭农

场负责人朱国聪将功劳记在选用的

良种上。他口中的“甬优1540”，是宁

波选育的超级稻品种，生长期相对较

短，多年连续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

种。

近年来，浙江锚定现代种业强省

目标，大力推进育种核心技术攻关，累

计育成国家超级稻品种28个，数量居

全国第一，为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

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善于攻关，是浙江农业科技创新

发展的亮眼注解。近年来，浙江以保

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重

点，不断整合重塑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抢占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通过成立

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等创新举措，

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名

优茶采摘机器人、全龄工厂化养蚕、大

黄鱼深海电子围栏养殖技术等一批农

业“双强”标志性成果。

数据显示，去年，浙江共育成农业

新品种（组合）74个，其中通过国家审

定（登记）20 个，并承担了水稻、西兰

花等10个国家重大育种项目（课题），

数量远超历年；水稻、蔬菜、水产、畜

禽、茶树、蚕桑等育种技术总体领跑全

国，育成国内首个彩色獭兔新品种、首

个抗基腐病甘薯新品种等一批优质品

种。

精准“牵手”——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农业技术要送到农民手中，才能

真正发挥作用。

在浙江，科技特派员正是农业科

技的有力传播者。历经 20 多年的不

断深化实践、迭代升级，浙江科技特派

员制度正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至今，全省已累计派遣科技特派员3.9

万人次，引进新品种19013个、推广新

技术19658项，培训1316万人次，为进

一步推动农业科技“落地生根”作出了

积极贡献。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了

进一步提升农技服务能力，浙江紧紧

围绕农业战略产业、主导产业发展需

要，以粮油、蔬菜、茶叶、果品、畜牧、花

卉、蚕桑、食用菌和中药材等产业为主

线，组建起覆盖省、市、县3级的产业

技术服务团队。此外，自 2020 年以

来，浙江还创新开展“三联三送三落

实”活动，组织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党员

干部常态化联村、联企、联基地，将技

术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基层一线，帮

助各类主体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近

4 年来，1500 支服务小分队下沉田间

地头，帮助农户解决农业技术等问题

超1万个。

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还加速

构建“农呼我应”快速响应机制，并成

立“浙农帮帮团”联盟，深入基层一线、

了解农户需求，通过技术指导、政策解

读、农产品助销等，为农民群众提供精

准服务，帮助解决一批农业生产问题，

实现了“一地帮扶，多地共享”的服务

效果，广受农民朋友好评。

“今年汛期的大暴雨导致基地

500 多亩水稻受淹，大量甲鱼外逃。

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为我提供了有效的

指导建议，还帮我规划了灾后重建的

思路，让我重建信心。”杭州昊琳稻鳖

综合种养负责人金建荣感激地说。

落地生花——
转化应用进一步加快

嘉善县是全省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强县。近年来，该县将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县域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扎

实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走进嘉善县“中荷循环农业科创

示范中心”，这里的数字化农业科技成

果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拥有亚洲单体

面积最大的数字化叶菜类温室种植，

可实现全程数字工业化生产种植模

式；拥有亚洲第一大全封闭智能立体

育苗工厂，只用 720 平方米的种植面

积，全年可完成 1314 万株幼苗的培

育，满足6000亩传统农业果蔬种植所

需幼苗。中心还采用农业垂直大数据

算法，实现实时种植生产运营管理监

测预警，极大地带动了周边蔬菜产业

技术的发展。

农业科技进步离不开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目前，浙江已累计拥有涉农

全国重点实验室 3 个、省部共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 2 个，农业领域省级重点

实验室63个，布局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区9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57家、省级

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65家。去年，宁

波微萌等4个企业获批首批部企业重

点实验室。

在布局优化农业科创平台的基础

上，浙江各地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大力推动新技术、新品种等“落

地开花”，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步履铿

锵。随着避雨栽培、统防统治、高效节

水灌溉、农业数字化等技术在浙江大

面积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率和技术到位率。

今年，浙江公布了全省第三届农

业产业技术推广服务团队名单。与往

届相比，新一届产业技术团队新增17

个产品专家组，覆盖面更广、“颗粒度”

更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全方位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

公里”。

农业丰、农民富，离不开科技强。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浙江必

将谱写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华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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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

武义县新宅

镇一家庭农

场的香菇基

地，农户们正

在采摘新鲜

的香菇。

陈俊 摄

小香菇小香菇
大产业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