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半年下半年，，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实施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三农””工作总抓手工作总抓手，，强强

化化““全轮驱动全轮驱动”，”，对焦农业高质高效对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乡村

宜居宜业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农民富裕富足““三条跑道三条跑道”，”，锚锚

定农业双强定农业双强、、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农民共富农民共富““三大三大

目标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举措创新举措，，持续推持续推

动动““三农三农””工作快步向前工作快步向前。。

重农抓粮不放松重农抓粮不放松，，稳中有进抓保稳中有进抓保

供供。。该局将坚决完成粮食生产目标任该局将坚决完成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务，，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414..22 万万

亩亩、、总产量稳定在总产量稳定在 61006100 万公斤以上万公斤以上；；坚坚

持清理腾退和调整计划持清理腾退和调整计划““两条腿两条腿””走路走路，，

力促耕地力促耕地““非粮化非粮化””整治巩固提升整治巩固提升；；加快加快

生猪养殖场建设生猪养殖场建设，，稳定生猪生产等稳定生猪生产等。。

落实农业落实农业““双强双强”，”，为为““三农三农””高质量高质量

发展输血架桥发展输血架桥。。该局将加快建设该局将加快建设44家高家高

标准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标准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22 家高水家高水

平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平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22 家农机创家农机创

新研究示范基地新研究示范基地、、22 家高标准区域农机家高标准区域农机

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完成完成““一县三基一县三基

地地””建设和省水稻产业农业建设和省水稻产业农业““机器换人机器换人””

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创建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创建；；依托全国重要依托全国重要

的农机生产基地的农机生产基地，，推进省农机鉴定检测推进省农机鉴定检测

中心和国家丘陵山区小型农机推广应用中心和国家丘陵山区小型农机推广应用

先导区先导区（（永康永康））落地落地；；全力推进全力推进20222022中国中国

（（永康永康））农林装备展览会筹备工作农林装备展览会筹备工作。。

唱响产业兴旺曲唱响产业兴旺曲，，铺就乡村振兴致铺就乡村振兴致

富路富路。。该局将通过产村融合发展该局将通过产村融合发展、、引进引进

产业新业态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振兴““两带两圈两带两圈””

建设建设，，规划特色旅游新路线规划特色旅游新路线，，以以““互联互联

网网++农业农业””推动乡村产业向高层次发推动乡村产业向高层次发

展展。。针对特色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的问针对特色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的问

题题，，该局将通过打造农业区域公共品牌该局将通过打造农业区域公共品牌、、

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提升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提升，，打响品牌知打响品牌知

名度名度，，擦亮擦亮““三农三农””产业领域的产业领域的““金名片金名片”。”。

打好组合拳打好组合拳，，推进乡村建设提档升推进乡村建设提档升

级级。“。“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是优美环境的是优美环境的““生态工生态工

程程”、”、共富共享的共富共享的““基础工程基础工程”。”。该局将在该局将在

乡村振兴擂台赛基础上乡村振兴擂台赛基础上，，以争创省新时以争创省新时

代美丽乡村示范县为有效载体代美丽乡村示范县为有效载体，，建设乡建设乡

村振兴示范带村振兴示范带，，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为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为

抓手抓手，，持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持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

兴擂台赛兴擂台赛，，夯实共同富裕基底夯实共同富裕基底。。

找准数字化新跑道找准数字化新跑道，，加快推进农业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现代化。。近年来近年来，，我市围绕数字化改革我市围绕数字化改革

相关工作相关工作，，抢抓数字化抢抓数字化、、生态化时代风生态化时代风

口口，，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县域换道超越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县域换道超越

的战略抓手的战略抓手，，各项工作多点开花各项工作多点开花。。该局该局

将以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为契机将以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为契机，，从农从农

业业、、农村农村、、农民三个维度出发农民三个维度出发，，整合资源整合资源

推进未来农村推进未来农村、、系列场景建设系列场景建设，，实现农业实现农业

智能发展智能发展、、农村智慧管理农村智慧管理、、农民数字生农民数字生

活活，，以数字化改革撬动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化改革撬动数字乡村建设。。

把强村富民时刻落在行动上把强村富民时刻落在行动上。。该局该局

在如何壮大各村集体经济上进行深度思在如何壮大各村集体经济上进行深度思

考考，，组建全域共富党建联盟组建全域共富党建联盟，，盘活闲置土盘活闲置土

地资源地资源，，拓宽致富渠道拓宽致富渠道，，激发乡村发展活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力，，实现实现““共富路上一个不落下共富路上一个不落下”。”。

抓好农村改革为乡村振兴添活力抓好农村改革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该局将以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为抓手该局将以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为抓手，，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与改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与改

革革、、推进宅基地改革管理推进宅基地改革管理，，完成全省首批完成全省首批

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试点县创建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试点县创建，，并探并探

索出一条可实施索出一条可实施、、可复制可复制、、可推广的宅基可推广的宅基

地改革管理路径地改革管理路径。。 融媒记者融媒记者 潘燕佳潘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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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市“三农”工作成绩亮眼
为夺取全年红打下坚实基础

6 月 15 日，市农业农村
局召开半年工作推进会暨
党风廉政工作会议，总结上
半年农业农村工作，并结合
当前“三农”形势，部署下半
年“三农”工作。今年上半
年，该局围绕打造“世界五
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总
目标，对照年初工作部署，
稳扎稳打夯基础，补齐短板
扬优势，稳步推进各项事业
的同时，乡村振兴、粮食稳
产保供等工作频频“出圈”，
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为夺取
全年红打下坚实基础。

“三农”工作亮点纷呈
勠力同心交出半年靓丽成绩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工作，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小麦和早稻播种面积创近年来新高，同

比增长 22.22%、10.2%；“田保姆+田长

制”助力粮食稳产保供做法获评全省乡

村振兴十佳案例⋯⋯

市农业农村局晒出的亮眼成绩单背

后，是我市全力抓稳百姓“饭碗”、夯实粮

食安全基础的成果。

“目前我市大部分田块已进入孕穗

期。这个时期水稻主要病虫害高发盛

发，所以我们要及时做好早稻病虫防治，

确保丰产增收。”这是近日农技专家夏声

广在给早稻“把脉问诊”时，与农户说

的。夏声广是我市出名的“田保姆”，每

次接到病虫情报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服

务，指导农户做好病虫害识别和防治工

作。

近年来，我市创新实践“田保姆+田

长制”，通过政策先行、金融服务等措施，

强化技术集成、数字赋能、长效跟踪等手

段，让种粮大户留得下、种得好，切实解

决“谁来种粮”“怎样种粮”的问题，探索

建立市、镇、村、农户四级“田长制”，实现

工农互促、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粮食安全乃国之根本、民之命脉。

面对复杂局面，市农业农村局扛稳压实

粮食安全重任，以政策为引领、市场为导

向，通过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做强

粮食保供产业链、高标准打造农机制造

集聚区等方式，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取得

系列成绩：粮食安全工作考核位列金华

第一，相关粮食生产经验在金华全市推

广；编制完成了国家农机智造园产业规

划，“机械强农”做法经验在全省推广；承

办了金华市“战疫情抢发展双月攻坚”行

动推进暨“机械强农”现场观摩会、金华

市农资规范化经营推进会等。

“我们村围绕老街抓特色、留乡愁、

引业态，一年内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 10

倍。”这是前仓镇世彰村在乡村振兴“一

月一镇一主题”擂台赛上展示的实绩，该

村获得奖金20万元。去年以来，我市以

“项目化、清单化”举措，扎实开展“一月

一镇一主题”乡村振兴擂台赛，以赛促

能、以赛促美、以赛促富，激发乡村振兴

新动能、展现美丽乡村新风貌、打造共同

富裕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市有序推

进 87 个村创建新时代美丽乡村，3 个未

来乡村试点；举办乡村振兴班，培育高素

质人才；4 条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市级

论证、4 个未来乡村上线“浙里办·我的

家园”等，助力各村高质量发展。此外，

市农业农村局还推进“三清四整五提

升”、“三整三美”两路两侧整治、迎亚运

“三化一平”等工作，美化乡村环境。

“目前，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较好。

今年前 5 个月，已经有 126 个村实现经

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81 个村实现经

营性收入100万元以上。”市农业农村局

党委书记、局长、农业行政执法队队长黄

立华说。推进共同富裕，“三农”是主战

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主抓手，提升

村集体自我“造血”功能是主方向。今

年，该局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村集体经济

巩固提升工作专班，制定支持村集体经

济巩固提升十条意见，协调推进专项资

金、土地保障、金融服务等政策落地，破

解村集体发展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同

时鼓励各村对准资源向资产转化、资产

向资本转化两大跑道，让沉睡的资源醒

过来、活起来。

“三条跑道”“三大目标”
持续推动“三农”工作快步向前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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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问诊

乡村一景乡村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