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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胜利闭幕

1月16日，在嘉

善县一智慧农场，工

人在采收生菜，保障

冬 季 蔬 菜 市 场 供

应。该农场采用全

自动工厂化方式生

产有机蔬菜，通过

AI 种植系统判断植

物生长状态，营养液

配置、病虫害预防、

数据采集等实现全

程自动化。

章勇涛 摄

在省“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围绕农创客培育、建设“共富走廊”等话

题，积极建言献策。

“临近春节，不少朋友都要购买年花，大

家来看看这株朱顶红的蜡球花，寓意‘注定

红’。有了蜡球以后，即使不浇水、不施肥也

能生长3个月。”在会场上，省政协委员、宁

波鄞州姜山归本水稻农场负责人汪琰斌向

其他委员推荐起了宁波市北仑区农创客戚

幼囡培育的花卉产品。他说，农创客是一个

集体，要互帮互助，发挥农创客有知识、有闯

劲的优势，在共富舞台上大显身手。

汪琰斌建议出台更多面向现代“新农

人”的政策，建立更加完善的农业类人才认

定体系，联合农业龙头企业和高校等，打造

“产教融合”的培训、生活保障基地，让更多

青年入乡发展。

（下转第2版）

加大现代“新农人”培育和“共富走廊”建设力度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浙江“土特产”品类繁

多，除了名声在外的西湖龙

井、金华火腿等传统特色农

产品，绍兴女儿红黄酒、湖州

桂花酒酿米糕还在2024年完

成了出口“首秀”。去年以

来，我省全面推进“土特产

富”改革，跑出了乡村全面振

兴“加速度”。截至目前，全

省已建成单条产值在10亿元

以上的“土特产”全产业链

126条，实现总产值超过3216

亿元。

种业创新是推动“土特

产”发展的关键一环。象山

县拥有 3.6 万亩“红美人”栽

培面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我县持续探索‘红美人’

品种研究试验，运用避雨栽

培、完熟栽培、越冬栽培等技

术，让象山‘红美人’的上市

期比其他产区长、综合品质

比其他产区优。”象山县农业

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徐阳告诉记者，前不久，象山

红美人杂柑高品质栽培技术

成功入选我省农业重大科技

成果，这一技术不仅缓解了

秋冬季霜冻对果实的影响，

还使“红美人”上市期延迟到

春节前，精品果比例提高到

80%以上。

做好乡村“土特产”文

章，就要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眼

下是草莓上市季节，在建德市“更有味”草莓共

富合作工坊大棚内，农户正忙着采收新鲜草

莓。该工坊合伙人杨京说：“我们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多管齐下，比如根据不

同节假日推出不同的采摘套餐，像去年春节期

间仅采摘这一块，每天就有1万多元收入。”

记者从建德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建德有

草莓种植户5500户、1.5万余人，建德草莓在全

国27个省（区、市）种植面积10万余亩（本市1

万亩），产量17.5万余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8

亿元。

“‘土特产’要想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品牌

效应和‘身份’加持少不了。”温州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温州市加快培育壮

大一批具有县域特色的乡村“土特产”精品，同

步实施“瓯越鲜风”品牌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响

品牌，扩大受众面。目前，温州已有41个品牌

入选浙江省农业品牌目录，雁荡山铁皮石斛被

农业农村部列入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

单；“温州大黄鱼”“平阳黄汤茶”等24个农产

品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拥有“中国乌牛早

茶叶之乡”等“国字号”金名片25张，其中，“温

州大黄鱼”还入选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录。

（下转第2版）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李军 沈璐兰

在刚刚闭幕的省“两会”上，众多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

富裕先行示范，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金点子”。

让农业更智慧产业更富民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千万工程”

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

同富裕先行示范，进一步吹响了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冲锋号”。

省人大代表、桐乡市乌镇镇陈庄村党总

支书记蒋小民这次带来的议案聚焦推进智

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他说，近年来，我省在

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还

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据资源整合，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培育专业人才队伍，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加速智慧农业新技术从

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的进程，更好助力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

省人大代表、泰顺县雅阳镇和平村党支

部书记季永机此次带来了有关加强扶持乡

村经济的议案。“‘千万工程’实施 20 多年

来，浙江农村发生了精彩蝶变。我在调研

中，走访了浙南多个农村，都是青山绿水、环

境整洁、宜居宜游。”季永机说，“以‘千万工

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其中一块重要工

作就是要把小农户带动起来，拉动乡村经济

发展，让更多人才乐意回到乡村，更好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对此，季永机建议加强对小

农户的扶持力度，推动农民返乡创业，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让更

多优质土特产走出乡村。

更好发挥“地标”农产品和农业保险作用

省人大代表倪晓军是兰溪市前余杨梅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此次带来了两个议案。

“一是关于科学利用林地空间用于发展杨梅

等经果林，二是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保护

和利用开发，推动富农强村。”他告诉记者。

倪晓军说，杨梅是兰溪的特色农产品，

他建议，科学划定天然林保护范围，保障经

果林发展空间，更好促进山区林农增收致

富。

“近年来，浙江对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的保护和利用开发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地标’农产

品富农路径。”倪晓军建议，应出台一揽子

“地标”农产品政策文件，对“地标”农产品资

源优势好、开发利用潜力大的地区给予优先

支持，更好推动富农强村，缩小“三大差距”。

省政协委员、浙江艾佳果蔬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钦韩芬今年准备了两份提

案，其中一份是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政

策性农业保险是稳定农业生产、助力农民

增收的重要支撑。建议农业保险产品要兼

顾农户收益保障与保险公司可持续运营，

农业保险的理赔标准由相关政府部门牵

头，组织农业领域专家、种植大户、农户等

共同协商确定，确保理赔标准的公平性和

合理性，让农业保险真正为‘三农’保驾护

航。”钦韩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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