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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加强农

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强化农业资源

保护，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夯实农业绿色发展基础。

目前，我市已累计建成粮食生产

功能区 11.5 万亩，被评为省第三届

“河姆渡杯”粮食生产先进县、省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体系县，唐先葡萄生姜特

色农业强镇跻身第三批省级特色农

业强镇。此外，我市还通过举办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展会、方山柿文化旅

游节、舜芋文化旅游节、红富士葡萄

节、红糖文化旅游节等农事节庆活

动，打响我市农产品品牌。

为进一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我

市积极申请创建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县。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召开动

员大会，成立了以局长赵斌为组长的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农业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分解到位、责任到人，要求

围绕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田

环境、绿色经济等方面开展“六大行

动”，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

今年以来，我市提质扩面，在前

期成功创建2个省级、5个金华市级农

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基础上，又创建了

4 个金华市级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

为成功创建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县再加码。

□记者 李梦楚

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提质扩面做优做强

种植业绿色发展行动“肥药两制”全省领先

眼下正值草莓上市之际，在西竹

园蔬菜基地，农户孔栋梁熟练地打开

“农安永康”APP，使用蓝牙打印机打

印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码，粘贴在

外包装上。消费者扫一扫二维码，就

能查询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施肥、用药、

检测等信息。

今年以来，像这样的追溯码，全市

730 家农业主体已打印了 2.2 万余张，

市级以上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龙头企业、示范性家庭农场都实现

肥药使用全程可追溯。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还实施了

单季水稻定额一基一追、单季水稻机

械侧深施肥、水肥一体化+葡萄“大树

冠”栽培、稻渔综合种养等化肥减量增

效新模式。同时，该局对永康舜芋等

8 种主要作物实行化肥、有机肥“双定

额”管理，对超定额施用的红色预警对

象开展个性化指导。各农业主体回收

农废，还可折价换肥、换现金，实现闭

环管理。

此前，《永康市探索“肥药全程管

理一件事”追溯体系 构建农业绿色发

展新格局》在《浙江政务信息(专报)》上

刊登，得到副省长彭佳学的批示肯

定。11 月，在省农业博览会上，我市

“浙样施”智慧施肥平台在数字“三农”

展馆精彩亮相，受到多位省领导及省

农业农村厅领导的高度称赞。

畜牧业绿色发展行动 美丽牧场全域覆盖

一说到畜牧业，人们脑海中的印

象总与“猪栏屋”“脏、乱、差、臭”相联，

忍不住想要逃离。如今可以摒弃偏见

了。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以美丽生

态牧场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为抓手，

全面提升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

广阔的丽州大地上“花园式”的美丽牧

场已越来越多了。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畜牧农

机发展中心主任方岩录介绍：“从前，

全市低小散养殖户多达 800 多家。

2014 年，我市启动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专项行动，低小散养殖户陆续退出养

殖业，保留养殖场减少到86家。2018

年，我市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创建，全域开展美丽生态牧场创建，保

留养殖场进一步减少。2019 年底，我

市 15 家养殖场均通过市级美丽牧场

验收，12 家通过省级美丽牧场验收，8

家完成‘百场引领千场提升’创建。”

为生猪增产保供，我市还积极招

商引资，新（扩）建了多个生猪养殖

场。志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二期扩建

工程投产后，可年产生猪 1.2 万头；康

宁藏香猪养殖有限公司新建场投产

后，可年产生猪 3 万头；康润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养殖场投产后，可年产生

猪 10 万头；清山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

投产后，可年产生猪 12 万头，将大大

提高我市生猪自给率。

渔业绿色发展行动 稻渔综合种养“一田多收”

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是

我市推进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截至目前，我市已创建了 8 家

省级及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全

市规模以上池塘养殖场实现养殖尾水

处理设施全覆盖。11月24日，省农业

农村厅验收组来永验收创建工作，认

为我市基本达到示范县要求。

此外，稻渔综合种养“一田多收”

也是我市渔业绿色发展的一大亮点。

如富产农业发展公司第一期稻虾地

106 亩，中间稻田用来种植水稻，稻田

外围的水沟用来养殖小龙虾，稻田四

周种有容易吸引赤眼蜂（稻飞虱、二化

螟等水稻害虫的天敌）的花草，有效防

治病虫害，让水稻少喝农药。今年，全

省水稻化肥减量增效暨化肥定额制工

作推进现场会在我市召开，与会专家

纷纷到富产农场实地考察学习。

目前，我市这样“一水多用、一田

多收”的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已有两家，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达到

8100 亩，项目区减肥减药 50%以上，

亩均增收3000余元，全面助力渔业绿

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明年，我市还计

划创建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县。

农田环境美化提升行动
“秸秆换肥”全省首创

从前，我市每年产生废弃秸秆3100

余吨，处理难度大。近几年，我市在全省

首创“秸秆换肥”收贮运服务体系，以唐

先镇为试点向全市域推开。目前，全市

已设立区域分级换肥站 4 处、村级换肥

点23处，年均利用废弃秸秆2500吨，秸

秆露天焚烧大幅减少，直接或间接推广

商品有机肥6000吨。

农业部、省农业厅专家认为该模式

是秸秆综合利用的革命性创新，向全省

推广。原副省长孙景淼在《浙江政务信

息（专报）》上批示，要求总结并借鉴好我

市“秸秆换肥”经验。我市“秸秆换肥”还

参评了浙江省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

此外，我市一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截至

目前，我市已竣工高标准农田面积达25

万亩，在建项目全部建成后高标农比重

可达91.88%。近年来，我市还先后在石

柱镇姚塘村粮食功能区和龙山镇桥下

东村建设了 4 条总长 4000 多米农田氮

磷生态拦截沟渠，每年拦截农田氮磷流

失量3吨以上，有效控制面源污染。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大力培育打

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 4 个“地标”农产品

（永康方山柿、永康五指岩生姜、永康舜

芋、永康灰鹅）、5个绿色食品、67个无公

害农产品，粮食生产功能区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整体认证 1.07 万亩，绿色优质农

产品比例达66.14%。

以舜芋为例，为提高产品价格，促

进农民增收，我市通过统一采购农资、

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服务、统一营

销品牌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单

位产出。近几年，舜芋不仅登上“雪龙

号”科考船，还搭上“互联网+”快车，为

农户打开全新的销售渠道。本地用户

手机下单，新鲜舜芋当晚就能上餐桌。

在鼓励支持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

主体申报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市农

业农业局还强化监督检查，建立退出机

制，维护好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形象

和社会公信力。

农业绿色经济壮大行动
“地标”引领打响品牌

全力打造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

我市“六大行动”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 近 年 来 ，我
市不断优化农业

生产结构、夯实农业发展基
础、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今年以来，我市又以创建
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为
契机，以“六大行动”为抓手，
加快发展高效生态特色精品
农业，开创农业绿色发展新局
面。

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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