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秦艳华

随着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我市

农业领域也掀起了科技革命。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夏声广，30 多年

扎根基层一线，用心血浇灌这片热土，

用智慧帮助农民走上“科技兴农“之

路。近日，他与记者分享做农民“贴心

保姆”的辛苦与快乐。

记者：请问在传统农业领域里，是如

何有机融入科技创新元素服务于“三农”？

夏声广：要当好农民的“贴心保

姆”，不仅要能正确诊断植物病虫，精

准科学用药，更要掌握专业农业科学

知识，这就需要常年深入田间地头“问

诊”，通过收集各类病虫害，从而详细

了解各种植物的生长、发病等规律，以

便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一直来，我围绕“谁来种田，科学种

田，生态、效益农业”主线，从傻瓜技术

和农业信息化入户入手，抓住“互联网+

农业”等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农业”

及新媒体优势，大学科、跨专业大集成，

放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效应，改变传统一

对一或一对几方式，为农户提供更多更

好、更简明有效的服务，让他们及时掌

握各种农作物病虫防治信息。

记者：你能多年走在农业领域科技

创新的前沿，这不仅仅需要专业知识的

积累，更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30多年

的坚守付出后，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夏声广：都说科技创新是每个领

域蓬勃发展的灵魂，为此我一直力争

走在科技创新前沿，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在全国率先开发“水稻病虫害自助

诊断与防治”单机版、网络版和手机版

及“农业减灾防灾科技信息服务多媒

体查询平台”；有效解决了农民病虫诊

断与防治难和农村信息传递最后一公

里问题，等等。

同时，我还先后主编出版了水稻、

蔬菜、葡萄、茶树等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科普书12部。此外，副主编著作2部，

参编著作 5 部，开发计算机软件 5 件

等。创建“声广植保”个人网站和“声

广植保”微信公众号。是本土首位也

是截至目前唯一的省新世纪151人才，

科技部及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专家

库在册专家，金华市首届科技领军人

才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记者：“科技创新”已深深融入你

生活的点滴，下一步你将如何把专注

了一辈子的植物学科研成果传承下

去，让更多人受益？

夏声广：我从事“三农”工作 30 多

年了，收藏了关于农作物病虫害方面

的各类资料，积累了大量的农作物病

虫害的数字标本和视频，同时也积累

了科学防病治虫的经验。这些年来，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都时刻关

注“三农”工作，并经常整理数据、资

料，进行归档和集成提升，通过精益求

精编书等方式传播专业知识，方便百

姓、同行和学者查询、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由于事情多无暇对资料进

行更为全面的整理，下一步我计划对已

主编出版了10多部，包括水稻、蔬菜等

病虫害诊断与防治的科普书进行再版，

让自己毕生所学借助书籍这一途径得

到传播和普及，并打算出版科学普及农

业的书籍，让下一代人更多了解农业、

关心农业、热爱农业、支持农业。

带你走进“植物医生”
夏声广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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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导 实习生 胡锦

本报讯“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

了，这下公司可以正常运转起来了。”

22 日，在 365 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登记

窗口，浙江美乐克斯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施润锦拿着打印出来尚有余温

的营业执照，脸上抑制不住喜悦的笑

容（如图）。

这张“热乎”的营业执照，是我市

第一张独立发放的股份制企业营业

执照，意味着今后我市股份制企业

要办理登记可以在“家门口”完成。

记者了解到，由于权限问题，过去

我市企业要登记股份制企业必须准备

好资料，去金华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今年 5 月 11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

过积极争取，被委托行使辖区内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登记管辖权，包括名

称核准、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

股权质押登记等，大大便利了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办理。

在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施

华英看来，股份制企业营业执照委托

登记下放我市，将大大提升我市股份

制企业办事效率，为促进我市企业加

快股份制改造、加快对接多层次资本

市场提供了保障。

据了解，我市工业特征明显，企业

数量众多，企业管理的相关手续办理

需求大。但作为县级市，相关审批和

办理权限却不能与之配套，给许多企

业带来了办理不便的影响。去年来，

市场监管局不断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争取更多企业管理权限的下放，实

现了多种项目手续本地办理，不仅满

足了企业发展的需求，也契合了我市

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金华所

有县市中，仅我市和义乌拥有该项

权限。

我市发放首张股份制企业营业执照
金华各县市仅我市和义乌拥有该项权限

□记者 何悦

本报讯 2018 年 5 月 19 日是第 8

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为了加大对

家庭医生签约、大病医保等惠民服务

工程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签约的积

极性，营造全社会参与和关注家庭医

生签约等惠民工程的良好氛围，助推

2018 年度签约工作顺利进行，19 日，

石柱镇在后郎村开展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宣传活动。

在现场，市卫计局、石柱中心卫

生院通过发放宣传册、健康咨询、现

场家庭医生签约等形式，提高村民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认知度，让

村民充分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内涵、形式和特点，增强其参与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当天，石柱镇中心卫生院共发放

宣传资料 200 多份，现场免费为群众

测量血压 50 余人，接受义务咨询

100 余人，现场签约 32 人次，本年度

签约率已达到35.2%。

除了家庭医生签约，现场还有多

项惠民服务。石柱镇人民政府计生

办开展了“共筑健康家庭，共享幸福

生活”宣传，宣传孕前优生检测及流

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各相关部门单位

也来到现场，为村民提供大病医疗保

险政策解读、现场咨询及现场代扣代

缴签约业务；妇保专家也提供了义

诊、咨询等服务。

石柱镇多措并举力推惠民工程

家庭医生到家签约
大病保险上门代缴

□记者 王靖宁 通讯员 章林霞

本报讯 “您好，这是我二十几年前

交的农村养老保险缴费证，之前办理了

老农保退保但钱还没退回来，你们能帮

我查查看吗？”近日，记者在社保局计划

财务科见到了前来咨询老农保遗留问题

处理的张阿姨。经查证，张阿姨确实符

合老农保清退的情况，且工作人员已经

将退款于 2 月份成功划入其工行账号。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张阿姨重新查看

了银行交易记录，发现该笔退款早已成

功到账，张阿姨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采访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农

保遗留问题处理工作是群众较为关注

的一个问题，不少市民都会特意前来咨

询。据悉，自去年11月以来，我市全面

开展老农保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并分

别通过“并”“退”“转”的相应方式进行

处理。目前，我市老农保共清理 9 万余

人次，其中确认退保的超 6 万人。今年

4 月份前，社保局已将老农保退保对象

的保费与利息全部支付到参保人员提

供的银行账户，该款项达2600多万元。

市人力社保局 主办

人力社保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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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开展老农保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
共清理9万余人次 款项达2600多万元

老农保是指 1995 年我市民政部门

实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09年

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后，老

农保相关业务已停止办理，并主要采取

“并”“退”“转”三种方式实现新老农保

全面衔接。

“并”：对已经同时享受城乡居保和

老农保待遇的参保人员，将老农保个人

账户资金余额并入城乡居保个人账户，

城乡居保和老农保两项待遇合并发放。

“退”：对未参加城乡居保、户籍已

经迁出我市的、已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

险、享受职工基本养老金等老农保人

员，将其老农保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

退还本人，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

“转”：对已参加城乡居保、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且未享受城乡居保、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金的人员可用“转”的方式

进行衔接。将老农保个人账户累计储

存额转入城乡居

保或社保个人账

户，不愿选择转保

的老农保人员，也

可选择一次性领

取老农保个人账

户储存额。

什么是老农保清理的“并”“退”“转”？相关链接

近年来，我市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正大步朝着打造“中国
乃至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宏伟目标不断迈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和付出，他们的坚守，正是我市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

值此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市
几位科技创新代表，倾听他们的“科创故事”，与读者朋友一起体验
科技创新带来的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