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滚烫澎湃的“村BA”，独特韵味

的“村咖”，婉转悠扬的“村越”，色彩

斑 斓 的“ 村 画 ”，智 谋 对 决 的“ 村

棋”……浙江乡村如火如荼地举办文

化活动、变着花样地“玩”文化，一批

批接地气、冒热气的“乡村 IP”频频

“出圈”，受到广泛关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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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示范的新征程上，如何更好挖掘并

发挥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

激发乡村文化 IP 动能，开发更多优

质乡村文化产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能力，成为一道新的时代命题。

丰富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形式，提

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是满足和

提升乡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的重要路径。通过立足乡土本身禀

赋条件与特色资源，充分利用政府引

导、市场调节、社会协同以及村民参

与等多方合力，完善乡村文化产品生

产、传播、消费、分配全链条结构，促

进乡村文化生产力高质量释放。依

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和“错位发

展、串珠成链”的思路，深入挖掘地方

特色农事活动、民俗文化以及田园景

观等文化要素，综合运用现代数智科

技与人工智能手段，开发更多富有农

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产品及场景，善用

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乡村文化产品

服务供给新形态与新模式，提升大众

参与度与体验感。

乡村文化产品服务供给高质量

发展，能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多重

效益的聚合叠加，将乡村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成发展胜势，形成建设和

谐和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聚焦

乡村文化供给改革，汇聚支持政策、

市场资本、先进技术以及社会群体

等多方资源，把乡村文化产品服务

供给中的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一

方面，继续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

和生活条件等硬件，确保乡村具有

文化空间完整性和设施现代性，将

乡土文化原生态特色与现代化生活

元素有机融合，让乡村文化建设留

住乡风乡韵乡愁，让更多更好的乡

村文化产品服务走进大众日常。另

一方面，着力塑造人心和善、和睦安

宁的乡村精神风貌，形成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美文化氛

围，促进乡村优秀文化繁荣发展。

长远看，乡村文化IP要持续“火

热”，乡村文化产品服务供给高质量

发展，需要依靠法律、人才以及技术

等方面协同保障，以实现乡村文化产

品的不断创新以及文化服务的持续

升级。健全法律保障体系，保护好传

统文化根脉，平衡好赓续文化基因和

短期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完善财

政保障体系，改善、提高乡村文化建

设财政资金的结构、使用效率。在引

入新技术、打造新业态、搭建新平台

的过程中，始终关注乡村文化产品服

务供给的普惠性。优化人才保障体

系，通过“传帮带”培养乡土文化能

人、传统手工艺匠人等，加强本土文

化人才培育，同时积极与高校共建实

践基地，实行激励政策，设立特定岗

位吸引高校毕业生驻村服务，强化专

业人才引进。构建技术保障体系，建

立乡村文化基因库，提高乡村文化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效率。

眼下正值百合花采收旺季。近日，桐庐县富春江镇组织党员干部在孝门村花卉种植基地帮助种植户采收百合花，

及时供应市场。 徐军勇 摄

百合花香采收忙百合花香采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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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IP何以更有活力

种业振兴，重在育强经营主

体。目前，我省已有 14 家企业

入选国家种业企业阵型榜单，数

量居全国第五，成为浙江推进种

业振兴的“中流砥柱”。

“唯有深入市场、扎根田间，

方能洞悉农户所需，引领企业研

究方向。”在宁波微萌种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薄永明的眼中，一颗

优质种子的诞生，足以撬动整个

产业与市场。“自2012年公司成

立至今，我们开展西瓜、番茄、萝

卜等20类作物新品种的自主选

育，已获 114 项植物新品种权，

研发人员占比近80%，年研发投

入占比高达14%。”薄永明介绍，

去年，公司种子生产销售额达

3.25亿元，带动总体农业产值超

200亿元。

作为农业农村部在浙设立

的4家重点企业实验室之一，杭

州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构建遗传育种、智慧渔业

等七大研究室，率先突破鲟鱼全

人工繁育技术瓶颈，组建起覆盖

繁育、养殖、加工的全产业链人

才梯队。眼下，企业稳居国内鲟

鱼养殖规模与鱼子酱产量“双

料”冠军，生产的鱼子酱以稳定

品质占据全球市场近 40%的份

额。

为形成良好种业生态，我省

相继出台《浙江省种业振兴行动

实施方案》《现代种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并联合科技、财政等

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各地同步

构建差异化支撑体系，围绕关键

领域出台配套细则，通过定向引

导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种

业企业汇聚，系统性提升育种创

新、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三大核

心能力，为种业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省正加速构建种

质资源保护体系，实施种源攻关

与新品种专项双轮驱动，通过育

繁推一体化领军企业培育计划，

促进优势品种加速落地，全面拧

紧“储得足、管得好、用得上”的

供种保障体系，以全链突破持续

筑牢现代农业发展种业根基。

构建阵型抢赛道

□本报记者 许露琳 王泉泉

本报讯 眼下正是大麦收

割季节。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组

织专家对平湖市申报的“浙皮12

号”大麦进行测产验收，测得大

麦百亩方最高亩产637.56公斤，

攻关田最高亩产656.15公斤，双

双打破“浙江农业之最”纪录，比

原纪录分别增产33.9%和31.9%。

高产的背后有何秘诀？“首

先，在品种上我们选用了穗大粒

多、籽粒饱满、丰产性好的‘浙皮

12 号’。”平湖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徐军告诉记者，良种良法配

套的科学种植管理模式是这次

大麦高产的关键，“我们采用精

量条播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

每亩可节约种子25%，出苗率提

升15%以上。同时，重点抓好控

旺和防衰两个关键，配套精准的

水肥管理，再加上天气好，为高

产奠定了基础。”

“大麦亩产突破600公斤大

关，在浙江很难得。”省农技推广

中心专家表示，其意义重大，也

为我省大麦高产提供了可复制

的技术模式。

□本报记者 丁佳味

连日来，在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龙舟基地，该镇龙舟队正在加紧训

练，备战本月底即将在此举行的全省

首届农民龙舟邀请赛。这背后，省级

文化特派员余涤非的身影显得格外

忙碌。

作为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来自

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的余涤非，自去

年5月被派驻到云龙镇后，便和当地

的龙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经过走

访调研，余涤非发现，云龙镇龙舟文

化底蕴深厚，全镇有龙舟80多艘、龙

舟队伍27支，村村有龙舟、周周有训

练、月月有赛事，龙舟已成为村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当地

的龙舟文化品牌尚缺乏知名度。

为提升云龙龙舟文化的影响力，

在余涤非的建议下，当地创新实施

“羽人竞渡”龙舟文化品牌培塑项目，

积极推动龙舟文化与现代体育赛事

结合，深挖“羽人竞渡”文化符号，联

合当地文创团队，将云龙龙舟造型、

竞渡场景、羽人纹等特色元素融入产

品设计中，开发出龙舟金属模型、龙

舟主题漫画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这

些文创产品不仅是纪念品，更是云龙

龙舟文化的移动宣传册。”余涤非介

绍，当地计划与相关企业合作，通过

线上线下展销、平台推广等方式，让

云龙龙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此外，在余涤非牵线下，当地积

极引入乡村 CEO 管理机制，组建专

业运营团队，开展整镇运营，对龙舟

赛事策划、文化体验活动、文旅资源

整合等进行一体化运营。“我们计划

打造‘赛事+研学+文旅’的全链条模

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将2—3个村

的资源整合利用，串点连线，并结合

‘水绣云龙’漫游线，打造龙舟文化IP

体验路线，同时推出龙舟文化主题民

宿、特色餐饮，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

站式服务，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对于

未来发展前景，余涤非信心满满。

“文化特派员的使命，就是要让

乡村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余涤非表

示，“举办大规模的省级龙舟赛事，既

是对云龙龙舟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示，

也是促进各地龙舟文化交流的绝佳

机会。我将发挥省级文化特派员作

用，推动云龙龙舟文旅产业深度融

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文化特派员致力推动“羽人竞渡”

借龙舟赛事扬传统文化

我省大麦亩产破纪录

（上接第1版）

针对我国草莓品种长期依

赖进口、栽培技术适配性差等

“卡脖子”问题，杭州市农科院

依托省级种质资源圃，育成的

“粉玉”系列草莓品种，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提升 15%、农药用

量减少 30%，并以“品种权转

让+技术服务”的模式推广到全

国30个省（区、市），种植面积达

12.95 万亩。在养殖专用蚕方

面，德清县蚕种企业以“一带一

路”为支点，将斑纹限性、抗病

性强的特色蚕种及配套技术输

出至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累计

出口蚕种 32.3 万张，带动当地

张种产量从 17.9 公斤跃升至

38.8公斤……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5月13日至15日，

来自全省11个设区市的33名“浙

里新农师”，带着各自精心准备的

教案，齐聚于象山县泗洲头镇墩

岙村，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综合素养四大赛道

上，展开了一场“说课比武”。

每位参赛选手的展示时间

为 10 分钟，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来自湖州九桥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的陈鸳鸳夺得大赛一等奖。

“浙里新农师”技能比武大

赛是第二届浙江现代“新农人”

技能比武新开设的项目之一，以

“匠心铸农技 共富启新篇”为

主题。大赛第一名选手可申报

“浙江金蓝领”，前十名选手可认

定为“浙里新农匠”。“赛事新、赛

道新、赛场新、机制新是此次技

能比武的特色亮点。比武首次

采用‘说课’形式，更注重教学设

计与表达逻辑，并首次把赛场从

职业院校搬到村里田头，让课程

走出教室、走进现场，更接地气、

更有乡土味。”省乡村振兴促进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发

挥“以赛代评”的机制，让扎根基

层的“田秀才”“土专家”凝聚成

人才矩阵，不断强化乡村人才培

育的强大内驱力，促进我省基层

农民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推

进农民培训高质量发展。

33名“新农师”上演“说课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