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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解 读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和部分种粮大户赴嵊州的浙江省水稻新品种核心基地考察，学习该地先进技术。 记者 徐华良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

讯员 毛龙飞）金秋时节，秋高气

爽。前来创意生态农业旅游的游

客纷至沓来，农旅融合的模式点

燃了游客乡村旅游热情。

麦浪农场在稻田里用彩色稻

种出来的“我爱祖国”四个大字熠

熠生辉，一面党旗和一面国旗在

金黄色稻田中显得特别耀眼，成

为游客观赏秋景的好去处。羊羔

仔农场投资 1100万元建造了古

色古香长廊，长廊里摆放着 20
多张圆桌，一次可接待游客就餐

200多人。游客不仅能品尝到土

鸡肉、土猪肉和各种时令蔬菜，

还可走进生态大棚采摘成熟的绿

色无公害火龙果、猕猴桃。雨易

山房利用 600多亩生态茶园，建

造了别具一格的茶室、竹楼、凉

亭、制茶体验室等。纵横交错的花

卉苗木点缀茶园，徜徉其间，让人

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感受到

“偷得浮生半日闲”。炒茶、购茶、

品茶、吃农家菜的一站式旅游休闲

体验，让游客感受到别样的乐趣。

自 10月以来，每天游客不断，最

多的一天接待游客 600人，中午就

餐需要提前预订，否则要等着就

餐。海拔 500多米的奉茶山庄也十

分闹猛，山庄推出的茶叶炒蛋、油

炸嫩茶芽等特色系列茶菜也颇受游

客欢迎。

生态农业为乡村旅游抹上了一

道亮色。眼下，高雾生态农场在海

拔 800多米的石门高雾山梯田上连

片种的 300多亩有机稻金浪翻滚，

景色十分诱人。来自宁波周边的游

客驾着私家车前去观赏难得一见的

梯田有机稻，拿起相机与有机稻留

下难忘的定格回忆。回去时顺便买

些农产品，让亲朋好友品尝。这段

时间以来，来自城市的游客来到大

堰高山梯田与农民一起体验割稻的

乐趣，分享丰收的喜悦。滕头在新

建的大棚内种的草莓采用智能化管

理技术，草莓长势非常旺盛。随着

秋意渐浓，前去滕头旅游的游客也

多了起来，大家怀着好奇心走进生

态大棚看一看智能化管理的草莓，

看到后无不感到惊奇。江口街道周

村种的 10多万株菊花不仅成了花

的海洋，还成了网红打卡地，前去欣

赏菊花的游客接踵而至，寂静的村

庄顿时热闹起来。

在西坞白杜片的十里桂花走廊

也十分热闹，桂花树上挂满金桂，香

气浓郁，前来观赏的游客流连忘

返。溪口镇三十六湾村的 2000余
亩花木吸引了八方游客，白天游客

在花海里欣赏美景，呼吸新鲜空气，

精心挑选精品五针松和五针松盆

景，晚上住在农家乐与花农一起聊

天，还可尝到地道的农家菜，花海经

济让花农尝到了甜头。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杜志维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发展创意生态农

业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一大破题，创意生态农业与旅游深

度融合，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

效益，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开辟

一条新途径，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

用。

创意生态农业点燃乡村旅游热情
大批农产品受到游客追捧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

讯员 吴锡科）金秋时节，景色如

画。昨天，记者来到溪口镇上白村

采访，一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新房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犹如

一幅美丽的画图。村民徐国强告

诉记者：“原来住的房子比较老旧，

现在搬进新房后觉得特别舒适，这

全靠农房改造带来的可喜变化。”

上白村有 1008户人家，2829
人。该村的民房大多建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不少民房破败不堪，

村民要求建造新房的愿望非常迫

切。2017 年，该村尊重群众意

愿，从实际出发，启动实施农房改

造工作。为了让村民尽早住上新

房，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开工

建造 80平方米、100平方米、120平
方米、140平方米和连排落地房等 4
种类型的新房，让村民自己挑选。

在农房改造中采用原拆原建的办

法，提高土地利用率。近 3年来，已

投资 1.6亿元，已有 1200多套、总面

积 14.5万平方米的新房交付使用，

500多户村民住进了新户。村民李

华通开心地对记者说：“我已分到一

套 140平方米的新房，下次还能分

到 2套面积各 100平方米的新房。

农房改造让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还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玉

溪自然村有 147户农户，自从 2016
年开始拆迁以来，到现在，大多农户

都住上了漂亮的新房，特别是住房

困难户更是喜上眉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该

村计划新建13.09平方米新房，拆迁

旧房 1万平方米。为了打好农房改

造攻坚战，该村在区农业农村局和

溪口镇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抢抓时

间节点，组织 3支施工队争分夺秒，

加快推进玉竹盈春和玉树瑶琳两个

新区施工进度，连双休日和节假日

也不停止施工，保证在年底完成

13.09万平方米新房建造任务，让村

民能早日领到钥匙搬进新房。1万

平方米旧房拆迁进入决战阶段，村

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旧房拆迁工作。

目前已完成旧房拆迁 7000多平方

米，力争在春节之前全部完成拆迁

任务，为新建农房赢得宝贵时间。

在拆迁现场，村民徐才成指着将要

拆迁的旧房说：“农房改造是一件改

善民生的大好事,如果旧房不拆迁，

遇到特大台风提心吊胆。”

挥写大手笔，村庄大变样。记

者与村干部一起在村里转了一圈，

感慨万千，昔日杂乱无章的村庄经

过几年农房改造后，在山水的掩映

下，显得格外的美丽，成为令人向往

的村庄。

挥写大手笔 村庄大变样

农房改造让上白村村民实现“新房梦”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

讯员 毛龙飞）秋风起，柑橘黄。

昨天，记者来到松岙镇采访，看到

公路两旁的山坡上早橘挂满枝

头，果农在公路边设摊销售早橘，

前去松岙旅游的游客纷纷停下车

来购买早橘尝鲜，一饱口福。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全区早橘主要分布在松岙、

裘村和莼湖等地，有早橘面积

4000 余亩，其中特早橘 700 多

亩。这几年来，为提高柑橘市场

竞争力，促进果农增收，区农业

农村局着力办好民营柑橘研究

所，选派优秀农技人员到柑橘研

究所担任技术人员，优化柑橘种

植结构，把柑橘品种调优，从日

本引进糖度高、风味佳、贮藏性

好的早橘新品种在松岙、裘村和

莼湖等地推广种植，至今推广种

植面积达到 300多亩，今年已全

部投产。

今年由于风调雨顺，气温适宜，

对早橘生长极为有利。口感特佳的

特早橘销售已进入尾声，每公斤价

格 3至 4元，供不应求，价格坚挺。

这段时间，松岙、裘村等地果农推出

柑橘采摘游项目，受到游客欢迎，不

少游客在双休日来到果园体验早橘

采摘。一位来自宁波的游客开心地

说：“平时工作非常繁忙，利用休息

时间放松一下，与妻子一道来松岙

采摘柑橘非常有趣，既可免费品尝，

又可带一些回去让亲朋好友尝尝，

真是不虚此行！”

奉化柑橘研究所所长夏追国指

着黄澄澄的柑橘对记者说：“早橘主

要分布在海沿、街二、后山和街横等

村，目前已进入旺摘期，眼下秋高气

爽，市民来松岙采摘品尝早橘是不

错的选择。”

全区4000余亩
早橘开园采摘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

讯员 吴侃侃） 喜看稻菽千重

浪，今年单季晚稻又是一个丰收

年。记者日前在江口街道万亩

粮食高产示范方采访时看到，

连片种植的单季晚稻沉甸甸的

稻穗在微风吹拂下摇曳，一派

丰收在望景象，有的已开始收

割。据区农技服务总站农技专

家现场实地测算，预计全区 5.8
万亩单季晚稻平均亩产有望可达

610 公斤左右，与去年基本持

平。后期如没有台风“米娜”影

响，产量会更高。

这几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稻米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进一步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农民种粮经济效益，区农业农村

局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手

段，以效益为目标，大力主推甬

优 538、甬优 1540、甬优 12、甬

优 15和嘉丰优 2号等一批产量

高、米质佳、抗病性强的高产品

种。农技部门推广良种良法，引

导种粮农民科学合理施肥，减少

氮肥使用量，做到干干湿湿，促

进了水稻根系发达，增强单季晚

稻防倒伏和抗病能力。今年，区农

技服务总站向全区 400多户种粮大

户发放农技联系服务卡，上门为他

们开“科技小灶”，让单季晚稻吃

上“配方肥”，这样既减少了氮肥

用量，又降低了种粮成本。今年，

种粮大户单季稻每亩减少氮肥用量

在 3公斤左右，有机肥和配方肥料

比例有所增加。

省优秀种粮大户、西坞街道石

桥自然村江辅德坚持科学种田，积

极推广良种良法，在去年嘉丰优 2
号试种获得高产成功的基础上，今

年嘉丰优2号种植面积从去年12亩
扩大到今年170亩，其余1680亩单

季晚稻都是农技部门主推的高产良

种。今年单季晚稻后期受台风影

响，产量有所下降，但平均亩产与

去年基本持平。江辅德告诉记者，

嘉丰优 2号单季晚稻具有产量高、

米质好、口感佳、耐倒伏、增产潜

力大等优点，是目前一只比较理想

的高产水稻品种。目前，已有不

少客户打电话预订优质米，经济

效益显而易见。明年不但继续扩

大种植面积，还要为其他种粮大

户提供优良品种，为农民增收助一

臂之力。

5.8万亩单季晚稻丰收在望
平均亩产可达到610公斤左右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

讯员 毛龙飞）近日，奉化力邦果

蔬专业合作社社长袁海东收到了

盖有梁弄镇贺溪村村民委员会和

梁弄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公章，由革命老区余姚市梁弄镇

贺溪村 13户贫困户联合写的感

谢信，信中感谢社长袁海东帮助

他们推销滞销的 1350公斤猕猴

桃。

贺溪村为早日脱贫致富，这

几年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猕猴桃，今

年 170亩猕猴桃获得了大丰收。但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猕猴桃大幅增

产，销售一时发生困难，特别是 13
户老实巴交的果农销售猕猴桃更加

困难。9月 23日晚上，与袁海东相

熟的贺溪村村民邵军飞抱着试试看

的心情，打电话向袁海东求援，希望

能帮他们一把。当晚，袁海东打电

话给杭州的一家企业老总，请他帮

忙购买革命老区果农种的猕猴桃，

对方满口应允。第二天一早，袁海

东特地赶到贺溪村收购 13户果农

滞销的 1350公斤猕猴桃，每公斤收

购价为18元，并通过微信当即向13
户果农支付了 29700元。当果农收

到这笔钱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3户果农通过一番考虑后写

信给袁海东。信中这样写道：我们

贫困户种植红心猕猴桃，因销路缺

少，销售发生困难，由奉化力邦果蔬

专业合作社社长袁海东伸出援手，

帮忙销售红心猕猴桃 1350公斤，感

谢社长帮贫困户销售、帮贫困户增

收，扶持革命老区贫困户脱贫。在

此，我们对社长袁海东的帮助深表

感谢，致敬！

袁海东收到感谢信后表示，虽

然自己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革命老区人民这么热情写来感谢

信感到十分惭愧。明年，将力所能

及继续帮助革命老区果农推销猕猴

桃，为老区农民增收助一臂之力。

袁海东帮助13户贫困户推销滞销猕猴桃
革命老区梁弄镇贺溪村村民写信致谢

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市区两级财政和农业农村部

门出台了以下具体政策：

一、低收入农户的认定

低收入农户是指经区民政部门调查认定的农村建档立卡

户，主要包括农村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

二、具体的增收实施项目

（一）党员干部结对帮带项目开发增收。整村连片帮带项

目开发的村，按要求成立帮带项目组并开展工作，项目取得实

效的，对整村连片和多户联合（5户以上）帮带项目一帮三年，市

县两级财政专项资金按第一年 5000元每户、第二年 3000元每

户、第三年2000元每户标准奖补。

（二）单户帮带项目。根据不同类别给予种子、种苗一次性

补助，每户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三）对低收入农户开设小作坊、手工业店（摊）、农家特色

小吃店（摊）等，每家给予2000元的开办奖补。

（四）低收入农户从事劳务年累计60天以上的，按劳务收入

的15%给予就业奖补，每户奖补不超过2000元。

（五）对经营主体吸纳低收入农户务工，就业劳务费支出总

额超过五万元的，可享受劳务费支出总额的 5%以下奖补；收购

低收入农户农产品的，收购总额超过五万元的，可享受农产品

收购总额的5%以下奖补。

（六）贷款贴息补助，对低收入农户和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的经营主体给予年度贷款总额 3%年利率贴息。单个低收入农

户每年享受贴息总额不超过10万元，经营主体贴息贷款总额不

超过200万元。

（七）毕业 5内年的低收入农户子女高校结业生，凭工商执

照一次性享受1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补助。

低收入农户扶持政策

赴嵊州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