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摆盘、撒土、浇水、撒种、盖土、出盘……

这些天，在慈溪腾丰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的

水稻育秧生产线上，播种机正开足马力，不

一会儿，一个个育秧盘鱼贯而出；育秧床上，

一盘盘绿油油的秧苗长势正好，随着齿轮转

动，正均匀接受阳光和水肥的滋养。

“智能化流水线育秧更加高效，能尽可

能避免因病虫害以及‘倒春寒’等天气带来

的损失，培育出来的秧苗品质好、存活率高，

适合开展机插作业。”负责人张毅介绍，育秧

工厂从浸种、播种到催芽、长苗、出苗、机插，

实现了一条龙全自动化服务，单批次育秧能

力1200亩，全年可满足3万亩以上稻田的秧

苗需求。“按当前的育秧情况，马上就可以机

插了。”张毅说。

育秧是水稻机插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我省依托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开展集中育

供秧，为水稻机插打好基础。在金华市婺城

区蒋堂镇许里村的“好乐耕”省级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生产部经理祖洪影告诉记者，

整个3月份他们都在开展大棚育秧，4月份

陆续开始机插作业。

祖洪影介绍，通过自动化、智能化育秧，

三条全自动流水线每小时可播种3000个秧

盘，满足800亩水稻田的机插需求。与传统

育秧相比，这里采用“叠盘暗出苗”技术，在

恒温恒湿条件下精准催芽，秧苗出苗率提高

15%，品质更稳定。

“以前育秧要雇10多个人，现在3个人

就能搞定。”祖洪影介绍，自动化流水线不仅

节省人力，更让育秧效率翻倍。截至 3 月

底，“好乐耕”已接到育秧订单1.5万亩，预计

全年育供秧服务面积将突破3.5万亩。

水稻机插是推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

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农业“双强”行动的重

要内容。杭州市以“北斗+农机”深度融合

为突破口，推动插秧机智能化升级，配备北

斗导航的自走式插秧机占比超90%；宁波市

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升级，利用新机购置补贴

和老旧机具报废补偿政策，2024年新增插秧

机468台，比上年增长41.4%；温州市开展丘

陵山区水稻机插试验，坚持“以地适机”与

“以机适地”相结合，推广小型水稻插秧机，

在文成、泰顺等地开展宜机化改造 2600 余

亩，为水稻机插创造条件；湖州市在省级水

稻机插秧试点县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市、县

统筹资金近600万元用于机插秧作业补贴，

实现机插政策全覆盖。

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农机化发展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采用机插种植的水稻成熟期

籽粒饱满、色泽均匀、品质好、出米率高，在

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助于提高种植户的经

济效益，还能推动水稻产业向高端化、品牌

化发展。水稻机插田还可以因地制宜开展

稻鱼、稻虾、稻蟹、稻鸭等综合种养，进一步

增加综合效益。

“目前，我省围绕补贴政策和育供秧、

机插等农机社会化服务关键要素环节，形

成了适用于平原、丘陵山区不同地形条件，

早稻、单季稻、晚稻以及稻菜、稻渔等不同

种植模式的机插技术应用路径，力争到

2029年全省机插率达到80%以上。”该负责

人表示。

在补贴政策的加持下，我省水稻机插如

火如荼。截至4月9日，衢州市完成早稻育

秧15.65万亩，占早稻机插面积的92.22%；湖

州市完成早稻育秧1万亩，占预计机插面积

的 100%；绍兴市完成早稻育秧约 15.93 万

亩，占预计机插面积的100%。预计在4月底

前，全省基本完成早稻机插工作。

政策加持，水稻机插如火如荼

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在浙江，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是名副

其实的“明星村”。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

短短3天，该村客流量超5万人次。记者探

访李祖村发现，这个面积仅1.09平方公里的

村庄，热闹远不止于此。

2024年，李祖村与周边8个村结成共富

联盟，共同谋划实施81个项目，预计今年年

底前完工。距离李祖村约 3 公里的岭脚村

已经享受到了组团发展的红利。“农文旅融

合发展是大趋势。当前，我们村的村容村

貌、硬件设施等改善提升后，游客越来越

多。”该村一名村干部兴奋地同记者说。

当乡村发展进入深水区，如何突破“一村

富”的局限？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印发了《关

于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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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方

案》，绘就了“作战图”、吹响了“冲锋号”。随

后，我省又创新提出建强“县城—中心镇—重

点村”发展轴的战略构想，其中就包括以重点

村为节点，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整体提升，带

动周边乡村共同发展。多年来，浙江“摸着石

头过河”，以片区组团为支点，一体规划、项目

运作，撬动产业联动、功能互补、服务集成、人

口集中的新杠杆。春日里，记者走访全省多

个组团发展的片区，探寻“星火”如何汇聚成

“燎原之势”？

破壁：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共富”
说到片区组团发展，淳安县下姜村探路

更早。

2019年6月，为发挥下姜村的示范带动

效应，淳安县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打

破村与村的行政界限，实现资源要素优化组

合——以下姜村为核心，携手周边24个行政

村，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通过“大下

姜”联合党委进行党建统领、资源整合，吸纳

各类市场业态，打造“共富联盟”。无论是被

统一打上“大下姜”品牌标签的农副产品，还

是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一家家企业，抑或是

惠及区域内超2000户低收入农户的大下姜

共同富裕基金，均带来了一系列乡村振兴“连

锁反应”。如今，“大下姜”已从25个村进一

步扩展至63个村和1个社区，覆盖9万人口，

有力促进了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

有效拓宽了青年入乡路径，增强了农业农村

发展活力。

然而，片区组团并不是简单的“拉郎

配”，还须尊重市场规律。

（下转第2版）

共富故事共富故事共富故事我们的

从“一村富”到“村村富”
——片区组团发展浙江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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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晓晓

本报讯 4 月

8 日，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专题学习会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的重要论述和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切实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昂扬

斗志，转化为推动

“三农”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省农

业 农 村 厅 党 组 书

记、厅长王通林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

以更高站位扛牢政

治责任，全面增强

学习教育的自觉性

坚定性。要以高度

政治自觉，深刻领

悟学习教育深远用

意和战略考量，以

认识上的深化来促

进行动上的自觉。

要从“四风纠治”驰

而不息的历史厚度

出发，锲而不舍抓

好学习教育。要从

“三个务必”变与不

变 的 理 论 深 度 出

发，守正创新抓好

学 习 教 育 。 要 从

“两个维护”坚决做

到 的 政 治 高 度 出

发，不折不扣抓好

学 习 教 育 。 要 从

“一个首要”扎实推

进 的 实 践 力 度 出

发，全力以赴抓好

学习教育，为以“千

万工程”牵引城乡

融合发展缩小“三

大差距”提供坚强

作风保障。

会议强调，要

以更高标准落实规

定动作，全力推动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要精心组织实

施，科学合理安排，

分层分类施策，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要吃透精

神对标落实，高质量开展好学习教育，坚持简约

务实、杜绝虚功，体现“实”的要求。要聚焦主题

一体落实，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

效。要以上率下带动落实，强化党性修养、强化

自我约束、强化统筹协调。要持之以恒长效落

实，抓常、抓深、抓长，纠树并举、标本兼治，真正

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为日常习惯。

会议要求，要以更高要求推进互促共进，深

化“三整训两走访一提升”，全维放大学习教育

的实际成果。要以“三整训”淬炼本领，夯实成

果转化的能力根基，突出政治整训铸魂、业务整

训提能、作风整训正本，推动干部在学习实践中

练就硬核本领。要以“两走访”破题解难，疏通

成果转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深入开展基层走访

一线办公、基层走访一线恳谈。要以“一提升”

驱动发展，释放成果转化的强大动能，提升服务

中心工作、服务农民群众的效能，以奋进之姿推

进改革突破，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上台阶，不

断放大学习教育的成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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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大力

推广水稻集中育

秧和机械化插秧，

进一步提高生产

效率，为粮食稳产

增效打下基础 。

图为4月10日，该

县汾口镇仙居村

集中连片的农田

里，农机手驾驶插

秧机开展早稻插

秧作业。

谢航凯 摄

机械插秧忙机械插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