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4年我

省粮食播种面积达1570.5万亩，总产量

达 130.04 亿斤，圆满实现“九连增”目

标。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早在

年初，省委一号文件就明确，浙江将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

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决打好“稳

面积、提单产、优政策、强基础”组合拳，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实现粮

食生产“九连增”。

一年来，我省强化政策扶持，持续

实施省级粮油规模种植补贴、订单奖励

等系列粮食生产扶持政策。严格落实

耕地保护制度，全省完成新建和改造提

升高标准农田 76.05 万亩，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1225万亩。同时，深入实施农

业“双强”行动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先进适

用技术和高效农作制度，着力推进粮食

生产降本增效，不断提高粮食生产水

平。数据显示，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67.97%，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81.35%，均位于全国前列。

各地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

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土地资源尤为稀

缺，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为多产粮，宁波市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全域盘活耕地，全

面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坚持高水

平科学布局、高标准协同推进、高质量综

合治理，协同推行“田长制”，加速推进

“多田套合”，加强农田水利设施除险加

固，稳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通过整治

抛荒地、翻耕增绿、调优种植结构等方

式，引入“稻+”生态种养模式，提高耕地

利用效率，统筹推进耕地地力提升，改良

土壤质量，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截至目前，宁波市累计建成千亩方

78 个、万亩方 8 个，永久基本农田内已

建高标准农田140.95万亩，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范围区“多田套合”率达到

84.5%，全市80.24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106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农田水利设施

条件明显提升。自2021年以来，宁波市

实现耕地面积“三连增”，净增耕地4.92

万亩，今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量实现

“三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全省

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遂昌县锚定

创建国家级制种大县目标，创新推进现

代种业全产业链集成改革，集成要素保

障、农业“双强”、强链延链“三大改革”，

加速推进政企产学研融合、生产经营主

体协同发展，数字化平台精准管控、上

下游产业链紧密集合的发展模式。

“我们通过‘数字驾驶舱’的‘一杆

农业眼’等新技术，采集制种稻田产量、

规模等信息，打造了从水稻育苗到成熟

全周期、全地域生长环境监测体系，使

得基地制种及粮食产量得到较大提

升。”遂昌县新路湾镇经济生态办有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基

地杂交稻制种平均亩产由100公斤提升

至175公斤，同比增长14%，全县良种覆

盖率达100%。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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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再深化 融合开新局

□本报记者 杨怡

近年来，作为“千万工程”重要源起

地的杭州市萧山区，不断迭代深化新时

代“千万工程”，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

化为方向，开启了未来乡村建设“新篇

章”，从体制机制、要素供给、发展模式

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让乡村蜕变成各

具特色、和美宜居的现代版“桃花源”。

目前，全区已创建省级和美乡村86个、

省级未来乡村 11 个、市级未来乡村 19

个。

从“后进生”到“优等生”
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走进戴

村镇佛山村，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村道

平坦宽阔，村舍干净整洁，俨然一幅和

美乡村的新画卷。

然而，早些年，佛山村曾是一个经

济薄弱村。2017年，其集体经营性收入

只有 8.5 万元，到 2023 年底却跃升至

398万元。

是什么让佛山村从“后进生”变成

“优等生”？

“土地是乡村发展最大的资源，我

们发展的秘诀在于对乡村土地的全域

整治以及共建共享。”佛山村党支部书

记钟望达告诉记者，佛山土地资源较

少，这一“先天不足”必须通过“后天”的

努力来补上，为此，2022年，佛山村开展

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旨在解决乡村发

展的难题。

近年来，佛山村通过打好“搬、腾、

整、提”组合拳，有效盘活低效利用的

土地资源，先后新增耕地33亩、水田19

亩，清腾、盘活闲置用房550平方米，新

增物业及店面用房 5000 余平方米，有

效破解了“发展空间从哪里来”的问

题。

在腾挪出发展空间后，佛山村与中

国美院设计团队合作，将佛山溪设计打

造成“佛山竹谷”，并将美丽乡村建设与

村庄历史、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等有机

融合，整合了“映山红”研学路线，又逐

步引入总投资超2000万元的云石峡谷

漂流、云上秋千等项目，大力发展文旅

融合等新业态。

如今的佛山村，依托丰富山水资

源，一步步“脱胎换骨”，“造血”能力日

益增强，美丽环境与经济发展实现了

“双双腾飞”，先后获得浙江省气候康养

乡村、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浙江省“红

色根脉”强基示范村等诸多荣誉。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2 月 11

日，全省冬春农田水利

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会在宁波市奉化区召

开，部署冬春农田水利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

作。副省长李岩益作出

批示，对农田水利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取得

的成绩予以肯定，并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冬春农田水

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

视频会议、全国农田建

设现场会精神，聚力打

好农田水利建设攻坚

战，迅速兴起农田水利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热

潮。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通林，省水利厅

党组书记、厅长李锐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全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取

得的成果。会议指出，

要对标党中央、国务院

新部署，准确把握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形势新

要求。要把握和坚持

“5 个导向”，即提升粮

食产能导向、“多田套

合”导向、工程质量第

一导向、完善建后管护

导向和美丽田园一体

建设导向，努力把高标

准农田建设成“景色优

美、体验美妙、内涵美

好 ”的 美 丽 田 园 示 范

区。

会议强调，从今年

12 月到明年 4 月，全省

将组织开展农田水利

建设攻坚行动，各地要

大干快上、再掀热潮，

聚力打好农田水利建

设攻坚战。要聚焦“项

目为王”抓攻坚，做到

批复项目抓开工、开工

项目抓完工、完工项目

抓验收，加快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谋划，积极

探索整市域、整县域、

整流域（灌区）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要聚焦质

量为本抓攻坚，把好设

计关、材料关、施工关和

监理关，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确保建一块、成一

块。要聚焦完善机制抓攻坚，完善规划机制、建设机制、验收

机制和管护机制，持续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链条管理机

制。要聚焦多跨协同抓攻坚，强化沟通协调，进一步统筹资

金、统筹项目、统筹力量，加强协同推进，引导和发动农民群众

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护，确保建好、管好、用好。

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扎实做好各项农村水利工作。要认清形势，提高

站位，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以更实举措加快构

建完善的、适度超前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要谋深谋实农村

水利规划顶层设计，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勇当排头兵。

要提速推进新一轮大中型灌区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确保高质

量完成前期工作既定推进目标。要高质量服务保障好高标

准农田建设，打好单村水站改造提升收官仗。要深化农村水

利工程建管机制改革，确保农村水利设施建一处、成一处、发

挥效益一处。

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

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和水利局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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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探索未来乡村建设样本

12 月 12 日，位于泰

顺县的乌岩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15只黄腹角雉

被放归山林，推动其野外

种群的恢复与保护。这

15只黄腹角雉系珍稀物

种，源自80只野生驯养个

体。自2011年起，该保护

区在北师大科研团队指

导下开展黄腹角雉人工

繁育，成功构建国内最大

人工种群，数量超130只；

2019年，开启野生驯养放

归试验，累计放归50只。

苏巧将 摄

黄腹角雉放归山林黄腹角雉放归山林

打好“组合拳” 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