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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还联合浙江勿忘

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

科研单位，开展水稻新品种培

育，探索植物激素、花粉受精

等关键性技术，精准控制水稻

秧龄，有效节约劳动力、提高

授粉成功率。全面推广“稻-

药”“稻-菜”“稻-鱼”等轮作模

式，配套推广粮油新品种、新

技术，提高制种农田的复种指

数，土地产出效益每亩增加

7000元以上。目前，遂昌县杂

交水稻制种面积达2.16万亩，

年产杂交稻种子 240 万公斤，

产值近亿元。

“浙北粮仓”嘉兴，连续18

年粮食产量及播种面积居全省

第一。该市的秀洲区加快优质

高产高效水稻新品种研发推广

应用，突出稻米“生产+加工+

科技+品牌”全产业链开发，走

出了一条强基地、壮龙头、育品

牌、增效益的稻米产业高质量

发展道路。2023年度，秀洲区

稻米产业产值达40.6亿元。

“嘉兴市通过制定大米生

产到加工、再到包装销售的全

产业链标准，打造嘉兴大米品

牌，获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销

量逐年递增。”嘉兴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持

续推进数字农业发展水平，深

化完善“种粮宝”粮食生产综

合服务平台，粮食生产实现全

程数字化追溯。当前“种粮

宝”注册用户超6万户，复种50

亩以上种粮大户已实现全覆

盖，平台累计发放补贴 4 亿多

元。

□本报记者 李军

蓄水如蓄粮，修堰如修仓。加强

农田水利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之举。眼下，正值一年一度的农田

水利建设“黄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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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冬春农

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攻坚战”，

就此正式打响。

水利兴，则仓廪实；农田好，则

“耕”基稳。近年来，浙江高质量推动

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有

力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2023年，浙

江共更新改造农业灌溉设施1881座，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612，提

前10年达到国家2030年目标水平，有

效保障农业生产灌溉需要。截至今年

11月底，全省已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

准农田 76.05 万亩，完成年度任务的

97.5%，165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中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1225万亩。

旌旗猎猎，击鼓催征。冬春农田

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冲锋号已然

吹响，浙江如何打好打赢这场“攻坚

战”？

提站位，把导向。浙江人多地少，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30%左右，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多、任务重。冬春农田水利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是一项全国性工作，但对浙

江来说尤为重要。我们要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冬春农田水利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部署要求，牢牢把准

提升粮食产能这一根本导向，加快农

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进一

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田防灾

减灾能力，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浙

江饭碗”夯实基础。

盯目标，抓攻坚。经过多年探索

和努力，浙江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整体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好

的方法和经验，更有好的成果和典

型。但对标新要求新任务，还需加快

迈上新台阶。一方面，要继续坚持项

目为王、质量为本抓攻坚，提前谋划项

目，对标对表、倒排工期，扎实高效推

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建设工程质量。另一方面，要继续坚

持严管护，加快完善高标准农田全链

条管理机制，持续提升工程质量全流

程监管机制和管护制度，建立多元化

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建好一块、用好一

块、管好一块。

强保障，聚合力。冬春农田水利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资源要素保

障是关键。要强化统筹，突出人员、资

金、设备等要素保障，积极探索冬春农

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运行的

管理新机制。要加强多跨协同，强化

多部门协调对接，进一步凝聚合力，确

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广泛

动员，引导和鼓励广大农民群众投入

冬春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中来，持续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高潮。

浙 农 观 察

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

□本报记者 蔡希师

近期，受冷空气影响，给正在进行

的冬种生产带来挑战。为最大限度降

低低温天气对冬种生产的影响，我省

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行动，组织农

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

应对。

象山县涂茨镇钱仓村的爱定家庭

农场今年已播种小麦超过100亩。“以

往我种小麦，会先用植保无人机进行

撒播，然后再进行开沟排水。由于近

期田间有积水，根据农技专家的建议，

我们改为先开沟排水再进行播种，这

个方法确实很有效。”农场负责人孙爱

定介绍道，有了农技专家手把手的指

导，农场的冬季生产进行得更加顺

畅。在现场，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农技

专家随机检查了几片小麦田，评估了

开沟排水情况和小麦的播种密度后，

提醒农户要密切关注小麦生长情况，

确保田间沟渠畅通无阻，并维持适宜

的土壤湿度。

“鉴于近期气温偏低，建议适当加

大播种量，以确保小麦的基本苗数充

足，为将来的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宁

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专家蒋琪向农

户建议道。

在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兆农森

家庭农场内，临安区农业农村局的农

技专家正细致地向查看大棚蔬菜的长

势情况。专家提醒，对已成熟的蔬菜，

要及时采摘，供应市场；对仍在生长期

内的蔬菜，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开闭

大棚薄膜，白天可卷起薄膜促进通风，

傍晚及时闭合免受冻害。临安区农林

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应学兵说：“冬季

山区气温偏低，若遇严寒冰冻，需确保

基地排水系统无积水，保持畅通。降

雪时，要强化大棚支撑结构，防止积雪

压垮大棚。进入蔬菜育苗期，保温工

作更要精细，可考虑覆盖多层薄膜或

采取加热补温等措施。”

“这个小番茄极其娇嫩，对寒冷天

气尤为敏感。”泰顺县筱村镇农技人员

吴振我在林安榜家庭农场实地检查农

作物生长状况。在林安榜家庭农场的

温室大棚里，栽种了小番茄、火龙果等

水果。因近期气温波动大，吴振我为

农场量身定制了应对方案，特别强调

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采取大棚保温防

冻措施，力求将低温损害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

“由于今年降雨量偏大，田间土壤

水分呈饱和状态，遇到低温极易结冰，

对作物生长构成威胁。”吴振我提醒农

户务必重视清沟排水工作，确保田间

无积水。在冰冻天气来临前，应采取

积极预防措施，例如向植物喷洒防冻

剂等。此外，还要加强对大棚内部温

度的控制，可采取点燃蜡烛、使用增温

块等传统手段，或者引入暖风机等现

代化设备来提升棚内温度，保障作物

安全越冬。

连日来，省级农技推广部门专家

分赴各地，指导农户开展油菜、小麦苗

期生产管理等。“受冷空气影响，未来

几天，我省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跌至

零下，要注意低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

不利影响，及时采取技术防范措施。”

省农技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12 月 9 日，

科技特派员（中）

在德清县雷甸镇

雷甸村指导农户

种植藏红花。近

段时间，德清县

积极组织农业科

技特派员深入田

间地头，现场“把

脉”，对农户进行

技术指导，帮助

农民解决难题，

护航冬季农业生

产。

王树成 摄

田间授技田间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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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村发展的同时，村

与村、村与镇、镇与镇如何“抱

团”，打破村域壁垒，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荣共赢？

益 农 镇 为 此 进 行 了 探

索。2021年，该镇下辖的群围

村、三围村、民围村共同合作，

打造了“共智富”未来乡村联

合体。

“三个村位置相邻、人缘

相亲、产业相近，组建联合体，

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

展。”益农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主任李军远表示，“共智富”未

来乡村联合体重点围绕农村

生活链服务需求，以生态化、

产业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

进行资源整合抱团发展。

“这次学到不少电商运营

技巧，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我认为在未来，乡村

电商有着巨大潜力和无限可

能。”周达是一名回乡创业的

“00后”，最近他刚参加完镇里

组织的大学生电商人才培训

活动，而活动的举办地正是在

益农“共智富”农业电商园。

据李军远介绍，该园区自

2023年正式启用，主要聚焦农

产品电商化，推动益农特色农

业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完善利益链，辐射带动全

镇农业高质量发展。去年，益

农“共智富”农业电商园参与

线下展销活动 9 场，线上销售

额达2000万元。

如今的萧山，“抱团”发展

正呈多点开花趋势。临浦镇

横一村和横二村，利用丰富的

山林、耕地等资源，深挖效益

农业、生态文旅、非遗文化等

产业优势，打造集“产学游享”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升级版；

戴村镇佛山村、沈村村、青山

村，依托秀美的自然山水风

光，采用“环境入股”模式，招

引特色产业项目，共同组建郊

野运动共富带，目前已开发石

牛陇耕、南坞问梅等特色景

点，国家健身步道、云石滑翔

伞基地等郊野运动项目落地

运营……

记者了解到，眼下，萧山

正全面启动13条示范带创建，

促进地域互邻、资源互通、产

业互动的村庄抱团发展。其

中，瓜沥大梅林带、临浦带、浦

阳带已开工建设。

抱团发展美美与共

气温下降，农技人员田间忙“支招”

萧山探索未来乡村建设样本

“以前配药要去大医院，如

今在村里就能解决。智慧医疗

真方便。”瓜沥镇梅林村村民王

秋玲是名高血压患者，过去时

不时要跑医院。村里引入智慧

医疗设施后，社区卫生服务站

发了智能血压计，数据能实时

上传云端，由村里指定的家庭

医生实时监测，发现血压过高

的，就会马上上门诊疗。

梅林村还为智慧医疗、垃

圾分类等板块搭建了数字平

台，村民用身份证就可以在村

内的多功能一体机上自助挂

号，实现小病慢病、常规检查不

用出村，大病可以远程诊疗。

“现在选择在村里看病的比例

达到70%。”梅林村团委书记孔

高敏介绍，眼下，梅林村户籍人

口已全部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村里的数字公交站，乘客

可以实时查看天气、车辆到站

和公交路线等信息；扫一扫二

维码，便可了解停车位、公共

厕所等基础设施的位置，甚至

还能了解村内的主要景点、土

特产；而在家门口的跑道上运

动一番后，相关运动数据，智

能设备都会自动记录并同步

到大屏。

在梅林，幼儿园、乡里鲜

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毗邻而

居，村民们可以享受到教育、

医疗、健身、购物等数字化应

用场景，乡村智慧生活的魅力

在这里完美展现。

智慧生活点亮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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