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怡

走进龙游溪口老街，用黄蜡石铺就的

街道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竹编摊

位上竹蜻蜓、竹灯笼与现代文创设计的竹

制蓝牙音箱整齐陈列，街角新开的共享直

播间里主播正用普通话、龙游话介绍着笋

干酱……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

正以鲜活的方式演绎着山区中心镇的现

代化转型。

龙游县于2021年启动溪口片区组团

发展，以省级中心镇溪口为龙头，带动庙

下、沐尘、大街三个山区乡，探索破解城乡

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县域实践。

4年间，这个2.3万人口的片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近12%，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翻了两番。

破界：从单打独斗到产业共同体
庙下乡竹农傅建明，过去 20 年守着

300亩毛竹山，年收入始终在五六万元徘

徊。直到 2022 年，溪口竹产业共富工坊

将他的竹林纳入数字化改造试点，让他的

年收入增长了不少。

眼下，庙下乡的竹林装上了土壤传感

器，产出的竹材经智能分选，竹梢制成烧

烤签，中段加工竹家具，竹根变身工艺品，

亩均效益整体提升了40%左右。

“以前各村各户单打独斗，现在整个

片区的竹林资源、加工能力、销售渠道都

打通了。”溪口镇镇长周叶龙说，像这般系

统性整合，正在这一片区的多个领域发

生。

片区组建的“共富产业联盟”，将四地

分散的竹木加工、高山蔬菜、畲族文旅等

资源重组：沐尘畲族乡的民俗表演队定期

到溪口老街驻场，带动两地民宿共享客

源；大街乡的 5000 亩高山蔬菜直供溪口

预制菜加工厂，附加值提升三成；四地联

建的共富物流园，让山区快递成本下降

25%……

不仅如此，片区通过数字化赋能，进

一步为产业协同注入新动能。在溪口“乡

村未来社区”驾驶舱大屏上，四地闲置劳

动力、农产品产量、游客预订量等数据实

时跳动。

片区还带动周边村民、农创客、企业

员工等开展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农村电

子商务、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等就业创业培

训。据当地与衢州学院联合开发的溪口

未来乡村农民培训数字化平台显示，2024

年，该片区共开展就业创业培训32期，参

与人数达1920余人次，带动就业100余人。

重构：建立15分钟品质生活圈
“以前去县医院要转两趟车，现在家

门口就能做检查了，还能约到省城专家。”

庙下乡长生桥村的张大妈，打算趁着天气

回暖，步行到溪口镇卫生院做理疗。

（下转第2版）

□见习记者 张枥元

立春过后，各地陆续进入春耕备耕农

忙时节。从海宁的油菜田到丽水的麦浪，

从杭州的茶园到开化的山间梯田，一幅幅

人勤春早的田园画卷跃然纸上。

清理沟渠、翻耕农田、搬运肥料、检查

农机……在海宁市林源油菜籽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金国飞正忙着管护 3200 亩油

菜田、900余亩大小麦田。“立春后就没歇

过，清沟、施肥，样样都得赶早，争取今年

有个好收成！”金国飞告诉记者，合作社今

年创新采用分类施策法，针对油菜的不同

苗情巧施苔肥，油菜地施肥已完成。不远

处，翻耕机来回作业，合作社新规划的

300亩早稻田也进入备耕倒计时。

丽水市莲都区种粮大户王东波同样

忙碌。今年，王东波共承包了 6000 余亩

耕地，其中2400余亩种上了小麦。当前，

小麦已进入春季管理关键期，特别要做好

小麦追肥和控旺工作。王东波向记者介

绍：“迟播小麦要早点追施尿素，促进多分

蘖、多成穗，壮苗要适时施用拔节肥，还得

根据小麦苗情分批进行镇压，壮苗重压，

弱苗适时轻压。”今年，王东波准备种植

3000亩早稻。“种子、肥料全到位了，就等

翻耕完毕下田！”王东波说。

在诸暨市伟罗家庭农场，种粮大户詹

建飞正忙着调试育秧设备，今年他计划种

植早稻400余亩。大田里，翻耕已毕，灌水

充足，一片蓄势待发的景象。詹建飞弯腰

抓起一把泥土，细细捻开，笑道：“瞧这墒

情，正适合种子安家。”作为浙江连作晚稻

最高亩产纪录保持者，这位“种粮状元”深

谙“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种子、农药、

化肥也到位了，到月底就能播种。田间管

护得当，收成自然差不了。”詹建飞说。

春耕备耕热火朝天，各地迅速行动，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在2月11日召开

的全省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

议上，对“虫口夺粮”、防灾减灾等作了部

署。我省还出台《浙江省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明确了管护

的原则、责任、内容和要求以及管护资金

使用，为加强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提供了

依据。同时，省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用

于农田基础设施运维管护，实实在在的资

金保障，给农户稳粮扩粮吃下了“定心

丸”。

各地还为春耕备耕注入鲜活动能。

杭州市重点立足抗旱防寒，为粮油生产提

供精准的气象服务和农事建议，防范“倒

春寒”对茶叶、蔬菜等农作物的影响。宁

波市抢抓冬春农田水利建设黄金期，全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春季田间培育

管理，抢前抓早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

为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开化县则针

对年前干旱天气和近期冻害影响，及时发

布油菜春季管理技术要点，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点对点”挂钩

联系、“手把手”答疑解惑服务。

“春耕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

仗’，维护好农田水利设施，做好春季农田

管护工作，直接影响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是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的关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致富“金叶” 香飘万里
>>3

星期六

乙巳年正月十八

正月廿一雨水

第3993期/今日8版

读者服务热线：0571-86757198

2025年2月 15

http://www.ncxxb.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31

农村信息报社出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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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2月11日

下午，全省春季田管暨

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

议在杭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春季田管

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部署推进春

季田管、春耕备耕等工

作。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通林强调，要扛

起“国之大者”担当，巩

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好态势，高质高效抓好

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

工作，确保全年农业生

产开好头、起好步。

王通林强调，要大

抓落实，锚定“十连增”

目标，全力推进粮食稳

产增产。要全力推进

扩面增产，按照“稳麦、

扩油、增稻、提单产”的

要求，抓紧谋划确定年

度粮食生产计划和布

局，为全省粮食生产多

作贡献。要全力推进

提质增效，统筹推进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加快打造一批有特色、

品牌好、价值高的粮食

全产业链，切实提高种

粮农民效益。要细抓

落实，聚焦关键性问

题，扎实做好春季田间

管理，坚持问题导向，

以防病虫害、防冻害、

防干旱为重点，做好田

间肥水科学管理、病虫

害监测防治和灾害性

天气防范应对，切实把

牢粮食生产的主动权。

王通林强调，要快

抓落实，坚持系统性施

策，迅速掀起春耕备耕

热潮。要扩大早稻生

产，加强宣传引导、社

会化服务和抛荒整治，

深挖扩面增产潜力，全

力以赴抓好早稻扩种

工作。要强化农资保障，做到数量保证、质量可靠、价

格稳定、农机到位，确保满足春耕生产需要。要提升技

术应用，强化高产攻关和主体带动，因地制宜强化技术

指导，提高关键技术覆盖面和到位率。要加快农田建

设，狠抓项目建设、政策争取和工程质量，加大力度推

进冬春农田水利建设攻坚行动，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

王通林要求，要强化全链条闭环，全面保障春季农

业生产。要全面压实责任，建立粮食生产责任体系，指

导粮食生产任务落实落地。要全面掌握动态，建立粮

食生产定期调度制度，分季、分作物调度生产进度。要

全面提升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生产

实情，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科技、政策、技术等进村入

户。要全面落实政策，突出目标导向，强化政策传导，

加大配套支持，高质量快节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措施

落实落地，坚决打赢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为守牢粮食

安全“压舱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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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管护忙 唱好丰收“前部曲”

龙游溪口：“一镇带三乡” 携手共富路

2月11日，

在金华市婺城

区白龙桥镇董

村椒椒农业有

限公司的菌棚

内，种植户正

忙着采收今年

首批羊肚菌。

吴潮宏 摄

采收羊肚菌采收羊肚菌

共富故事共富故事共富故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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