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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3+X”模式迈步新征程助力“新腾飞”

让科协组织“接长手臂”提升幸福指数

科技引领传统向现代农业嬗变助农增收

科技创新在物华宝地创造了一项项“唐先经验”

唐先镇入选纪念唐先镇入选纪念6060周年周年““6060组织组织””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兴百姓富气象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兴百姓富气象新
初冬时节，物华唐先果蔬飘香，弥漫着甜蜜的丰收喜悦。
上考红糖正甜蜜开榨、“秸秆换肥”模式在全省率先推广、千亩葡萄带上“身份证”销往全国各地、美丽乡村岩洞口别样的风光吸

引众多游客、志军农场一串长了578颗的葡萄创了“浙江农业之最”纪录⋯⋯一系列的显著成效离不开科技创新推动发展的结果。
20日，这座多年奋进在科技创新路上的乡镇，又迎来一大喜讯——荣获省科协成立60周年“60组织”殊荣，该镇党委书记徐鹏

与来自全省各地的组织单位负责人一起在杭州分享了喜悦，唐先镇是金华市唯一入选的乡镇。
唐先镇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其亮点有哪些？让我们一起走进该镇的科技领域，探索科技创新带来的魅力！

日前，一辆载有 100 公斤的皮卡车
驶入“秸秆换肥”便民点，村民施培云在
换肥登记表上签字后，现场换了 100 公
斤的有机肥。在他身后的村广场上，早
已堆放了不少秸秆。

“以前秸秆丢在地里影响播种，运
出去成本又高，往往就烧了，实行“秸秆
换肥”模式“变废为宝”后，肥料支出节
省，成本少了。”施培云说，便民点收贮
的秸秆，将统一运往有机肥加工厂进行
粉碎加工，替代目前市场上价格较高的
木锯末作为商品有机肥生产原料，实现
循环利用时增加企业利润。

据悉，唐先镇从秸秆的传统低效低
环保焚烧利用着手，依托有机肥加工厂
首创“秸秆换肥”模式，有效解决了秸秆
收贮和利用难题。该模式在实现秸秆
零焚烧目标时，同步达到秸秆综合利
用、有机肥推广、土壤污染防治等多方
面积极效应，实现农户、企业、政府三方
共赢。同时还受到了时任副省长孙景
淼的关注，并专门做出批示：总结借鉴
永康“秸秆换肥”经验，实现“变废为
宝”。

在这片物华天宝的土地上，垃圾分
类、农产品可追溯机制也走出了生态循

环发展的新路子：唐先镇依托可堆肥垃
圾处理中心，实施“户分、村收、公司运、
定点处理”及户、村二级分拣农村垃圾
分类处理模式，利用微生物发酵让垃圾
摇身一变成为有机肥，开创了可堆肥垃
圾处理新模式；今年上千亩葡萄挂上

“身份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销往全
国各地，让消费者扫扫二维码便可轻松
追溯农产品源头，健全了从果园田到餐
桌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绿色、生态、环保、循环”的元素很
好地融入到农业发展中，科技创新在物
华唐先创造了一项项惊喜。

唐先省级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背
后，不仅包含了省、市、镇各级的付出和
努力，也离不开各级农技专家的授课和
付出。眼下正是上考红糖飘香时，我市
首席植保专家夏声广又来到村里，为村
民授课，详细讲解农作物病虫害诊断和
防治关键技术，以及甘蔗防治的要点。
据悉，此次是夏声广近期第N次走进唐
先为果农授课，每次都带来了最新、最
实用的管理技术，让种植户触摸到最前
沿的种植技术。

“有了这些书，自个儿给农作物看
病就更方便了。”上考村的徐老伯说，农
技专家现场授课，不仅能提升农户种植
水平，还能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农

业的信心。目前，像徐老伯一样，上考
村的种糖户均尝到了红塘产业带来的
甜蜜。在农技专家的指导帮扶下，村里
的红糖一跃成为明星产品，并借力连年
举办的红糖节，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和
生活质量，也进一步提升了村知名度和
美誉度。

此外，在农技专家们的指导下，唐
先葡萄连年喜获丰收、五指岩生姜等

“唐八鲜”更名扬全国等，这一张张名特
优“金名片”的亮相与种植户们常态聆
听专家授课、经常充电学习掌握最新技
术息息相关，实现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
农民的转变，并在全镇形成了浓厚的科
技兴农氛围。据统计，近年来，唐先镇

每年举办农技专家培训活动多达 30
场，常邀请省、市、县三级专家到田间地
头授课，通过传授新技术、新栽培理念，
为生态循环智慧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如何让名特优农产品走进千家万
户，力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此，唐
先镇将日常科普宣传融入农村节庆活
动，通过每年举办的红富士葡萄节、油
菜花节、红糖节等各式节日活动，让科
普宣传融入节庆活动。目前，唐先五指
岩生姜被授予国家地理标识、红富士葡
萄获各类葡萄金奖⋯⋯纷至沓来的荣
誉有效拉动了百姓增收，更提升了品牌
示范效应的辐射作用。

生态循环、现代精品农业的稳步发
展，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水平。今年该
镇成功入选金华市首个省级“三长”（基
层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长）工
作试点镇后，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的幸福
指数。

近日，金华市中心医院和唐先镇卫
生院联合开展义诊活动，走进偏远山区
中山村为百姓送去了针炙科、妇产科、
外科、营养科、B 超等方面的诊疗服务，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识，推进健
康乡村建设。连月来，镇卫生院还先后
联合市中医院等医疗单位走进里岭脚
等村送医下乡，为山区百姓送去暖心服

务。
据悉，自今年该镇强力推进“三长”

试点工作后，镇卫生院院长积极团结引
领卫生系统科技工作者，深入农村、学
校、企业，举办健康讲堂、专业咨询、健
康义诊、防癌体检、公益募集等宣传活
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群
众健康素质。

连年来，唐先初中、唐先小学将科
技活动和科普活动引进校园，广泛开展
科学知识竞赛、科技绘画、防溺水宣传、
交通安全宣传、法制宣传、剪纸、折纸
花、烘焙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一方面邀
请老科学家进校园培养学生兴趣，另一

方面带领学生走出去参加科技竞赛，开
阔视野。同时依托唐先五指岩生姜的
品牌文化启动“姜文化”特色拓展课程。

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唐
先镇卫生院和学校举行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活动，为全面普及科学知识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今年唐先科协积极吸纳
基层“三长”，采取挂兼职基层科协副主
席的方式 ，有效在基层分布最广泛、渠
道最畅通、专长最实用、联系最紧密的医
务工作者、农技人员和学校老师队伍，让
科协组织真正“接长手臂”，更好地为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据悉，自今年该镇推行“三长”工作
制，充分调动了各方工作的积极性与能
动性，实现了“3+X”综合效应，有力推
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百姓幸福指
数的提升。

同时，唐先镇以科协组织延伸基层
为总目标，在全镇58个村社区成立了科
协组织，协助参与各村工作，真正消除科
普工作“最后一公里”盲区。目前，美丽
乡村样板村岩洞口在完成环境蜕变后，
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村里借力整洁清爽
的自然纯朴乡村风貎、江南诗意的网红

“小白楼”、崭新的“高大上”文化礼堂等
景点，吸引一拨拨游客驻足留恋，并计划

开设专家院士工作站联络点，助推美丽
乡村发展；上考村、中山村、下卫村、清塘
庄村、太平村等特色农产品村，随着科技
创新的引领，农产品日益热销，村里均迎
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连日来，市科
普志愿者协会N次到各村开展多形式的
科普宣传活动，普及科学知识。

“基层农村最实的工作就是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农村建设水平和农业发展
水平，‘三长’工作能起作用就要继续完
善，长期坚持。”徐鹏表示，下一步将再
接再厉，夯实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厘清
思路，创新举措，全面提升科协服务能
力水平，助推唐先新腾飞。

作为省级“三长”试点示范镇，唐先
镇科协将定时定期传播科学知识，吸纳
更多的科技科普示范户、种养殖大户、

“土专家”“田秀才”等进入科协工作队
伍。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
担当。站在新起点上，唐先镇将聚焦科
技中心工作，加强科协组织自身建设，
注重特色品牌打造，不断提质扩面，全
面提升科协服务能力水平，营造科学先
行的良好氛围，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科
普形式，坚持“以基地带动项目，以项目
促进发展”的思路，促进唐先经济发
展。

唐先镇党委书记徐鹏在现场领奖

农技专家陈红星现场进行农技指导

医疗单位送医下乡

唐先镇推进科协“三长”工作

农技专家夏声广进行农技授课

学校开展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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