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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省粮食生产功能
区平均粮食单产比面上高7.3%，
通过考核的 33 个省级现代农业
综合区亩均产值 11113 元，高出
周边20%以上。“两区”建设促进
了农业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综合
效益明显提升。

吴兴区省级现代农业综合
区，创新农业经营服务体系，以

“米票”、“粮票”、“股票”为形式，
形成土地流转价格体制；以“1＋
1＋N”农科教产研一体化的农技
推广联盟为载体，形成农技推广
服务机制。园区推进粮食、瓜果
蔬菜、特种水产3个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大力发展“智慧农业”；重点
加强农产品加工和休闲观光农业
发展，促进一二三联动勃发。

衢江区莲花省级现代农业综
合区，实施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做
深农产品加工，培育家庭农场等
新型主体，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实现了园区的“景区化”。

去年我省休闲农业的总产值
达到了 140 亿元。与此同时，我
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到去
年底，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接近
100 亿元，销售规模位居全国首
位。农产品电商卖家累计3.7万
家，位居全国第二。网络这个营
销渠道将进一步打开一二三产联
动发展的局面。而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正是我省农业转型升级、实
现向“绿色农业发展”二次跨越的
主要途径。

下一阶段，我省“两区”建设
将进一步优化农业经营体系，依
托自然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基础
和发展潜力，科学布局绿色农业
产业生产区、产业带和集聚区，促
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把握
趋势，才能赢得先机。让我们拭
目以待，在发展绿色农业的新主
题下，倾听农业“两区”建设更多
精彩的回答！

效率导向，优化经营体系

“两区”先行，发展“绿色农业”

2010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农业“两区”
建设工程，至今已有5年。

从杭嘉湖平原到西南山区，从金华盆地
到浙东沿海，全省每年突出一个主题抓“两
区”建设。

规划更加科学，资源要素更为集聚，各
项投入更加丰富；理念更新、机制创新、技术

“升级”⋯⋯这些转变都为“两区”建设注入
了澎湃活力。

粮食生产功能区以每年 100 万亩的建
设进度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
4984 个、面积达 465 万亩。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逐年提速，已累计建成 622 个、面积达
280万亩。

农业“两区”正成我省确保粮食安全、推
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战
场”，不容小觑。

2013 年，省委、省政府领导提出“两区”
建设要与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结构调整、农
作制度创新、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按照这
一发展新要求，我省各级各部门深化部署，
加快进程；通过改善设施、提升科技、做深服
务、创新模式等手段，在“两区”建设上再迈
新台阶。

2013 年至今，我省“两区”建设的辐射
带动能力不断扩大，效益更加明显。尤其在

“四个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全省新建粮食生产功能区 107 万亩；新

建成现代农业综合区、主导产业示范区、特
色农业精品园共 186 个。“两区”内，有 43 个
现代农业综合区提升达到生态循环示范区
标准。全省涌现了十大标杆园区，引领我省

“两区”建设。
在“四个结合”方面，我省已建成的省级

现代农业综合区土地流转率达到67%，高出
全省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点；新增“千斤粮、
万元钱”模式面积 30 万亩，总数达到 200 万
亩；农业新增园区（点）228个，产值达到144
亿元；粮食等战略产业，农业十大主导产业
和新兴产业结构更趋优化，加快向全产业链
发展。

时间用最务实的手笔，在“两区”建设的
蓝图上描绘出丰硕的成果。

成绩属于过去，奋进在于未来。当前，
我省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期和深化改革的
攻坚期。“两美建设”正在全面推进，浙江农
业迎来了“绿色农业强省”的发展新主题。
从国际上看，绿色农业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
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在德国、法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已经比较盛行。从国内看，虽然绿
色农业已经在部分地区和企业探索实践，但
把绿色农业提到全省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整
体推进，目前我省是首个。

而发展绿色农业，“两区”势在先行！针
对当前存在的资源环境压力、质量安全隐
患、要粮要钱矛盾、辐射带动不足等问题，农
业“两区”建设迫切需要在“稳粮增效、生态
循环、质量安全、改革创新、辐射带动”等方
面不断深化，把“两区”建设成为绿色农业的
先行区和示范区。

从“两区”的角度推进绿色
农业发展，首先要把保障资源安
全，满足居民绿色消费放在前
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百姓最
重要的资源，也是最不可或缺的
消费品。无论农业发展到哪个
阶段，面临怎样的发展主题，“两
区”建设这口“大碗”还应主要装
粮食。“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
候都不能松！这对我省来说，更
是如此！因此，以深化“两区”建
设来助力绿色农业发展，首先是
抓好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设，切
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013年以来，全省“两区”新
增投入资金 167 亿元，其中各级
财政新增投入 55.7 亿元，社会资
本新增投入 111.3 亿元。截至今
年 8 月，“两区”建设累计投入资
金已达 383.9 亿元，其中各级财
政投入资金 155.1 亿元，占农业
产业发展资金总量的70%以上。

全省粮食生产功能区累计
建成了排灌渠道 13593 公里、泵
站 4935 座。灌溉水利用系数由
0.3~0.5 提高到平原地区 0.7、山
区 0.65。现代农业园区累计建
成设施农业 33.5 万亩、喷滴灌
59.3万亩、沟渠6994.8千米,保鲜
冷库47.6万立方米。

资金的加大投入和设施的
改善，让我省“两区”在 2013 年
高温干旱和强台风洪涝的灾害
中，比周边“农区”减少损失 20%
以上。

今年年底，我省粮食生产功
能区建设将提前一年完成 500
万亩的阶段性目标任务。这为
全省加快完成建成 800 万亩生
产功能区的总目标，奠定了有力
基础。

省里鼓励各地“两区”建设
在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设一批
旱粮生产基地，多渠道增强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而这些地方将
是我省今后的“粮仓”。

开源节流。在确保多渠道
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
我省“两区”建设坚决遏制粮食
生产功能区的“非粮化”趋势。
省里明确规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必须种一季水稻，要求各地坚守

“粮食生产功能区必须姓粮”的
底线。

各地应省里要求，全面落实
粮食产销政策和粮食订单，推进
农作制度创新。尤其是在种两
季水稻季节偏紧的地方，大力探
索研究新型种养模式，这为稳粮
增收、巩固全局作出了重要贡
献。

当前我省现代农业“两区”
建设中涌现了不少示范案例。
其中，十大标杆性综合区，已为
绿色农业发展主题下深化稳粮
增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实案
例。

如瑞安市马屿省级现代农
业综合区，坚持一手抓“米袋
子”，一手抓“菜篮子”。综合区
通过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了规模经营水平和防灾减
灾能力。园区内梅屿蔬菜主导
产业示范区推行“一季水稻＋一
季番茄”的稻菜轮作循环模式，
实现了“千斤粮万元钱”的目
标。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
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稳定
粮食生产面积提供了保障。

又如温岭东部省级现代农
业综合区，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
制，为大规模种粮、发展现代农
业提供条件。以土地股份合作
社、股份合作农场为主要载体，
综合区采用土地承包量化入股、
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
等方式，推进整村整片土地流
转。通过创新农作制度，推广水
稻—蔬菜、水稻—瓜果等粮经轮
作模式，该区实现了稳粮增效。
可以说把盆景变成了风景，把粮
食变成了高效经济作物。

稳粮为先，守好浙江粮仓

近年来，全省“两区”先行先
试，率先建成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和治理，科学利用农业资
源。这为发展绿色农业，提供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

萧山江东省级现代农业综
合区，通过加强规划设计，建设
形成了“猪粪（秸秆）—沼（有机
肥）—蔬菜”、“猪粪（秸秆）—沼
—瓜果”、“猪粪（秸秆）—沼—
粮油”等多种生态循环利用模

式。在畜禽排泄物和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上成效显著。初
步构成了产业融合、生态耦合
的大循环体系。

桐乡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
按照“农牧搭配、粮经结合”的发
展思路，创新了生态循环模式。
园 区 实 施“ 桑（梨）枝 条 — 菇

（耳）—水果（水稻育秧盘基质）”
新农作模式，“水稻秸秆（杭白菊
茎叶、茭白叶）—湖羊、獭兔—水
果、杭白菊”秸秆资源化利用种

养新模式，“工程蝇育虫—猪粪
养虫—活虫喂鸡（喂鸭、养鳝、养
鳖）—有机肥还田”猪粪零排放
生态循环处理模式。成为了“两
区”建设中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
典型案例，得到了农业部和省畜
牧局领导的充分肯定。

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
复保护有力，生活环境优美清
洁。田园开始成为一大生态体
系、一道绿色风景，助力绿色农
业发展。

生态为基，建设清洁田园

今年，省政府将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列为十大实事之一。
省政府办公厅特别印发了《关于
加强农产品质量建设、加快打造
绿色农业强省的意见》。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打造绿色品牌，
成为深化“两区”建设、促进绿色
发展的重点工作。

在松阳县松古盆地省级现
代农业综合区，以茶叶质量品质
安全提升为重点的5项工程全面
建设，总投资6500万元。包括了
统防统治工程、茶青市场建设、塑
造“松阳银猴”区域公共品牌、茶
叶检测中心建设、茶叶质量追溯
体系建设等方方面面。该综合区
被农业部确定为全省唯一一个全
国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

区，也是我省“两区”中，把茶叶产
业做深做透、做大做强的典型案
例。

在义乌佛堂省级现代农业
综合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基本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格化管理。园区农业标准化
生产普及率达到 100%，综合区
1.12 万亩无公害农产品产地通
过认定，主导农产品全部通过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

目前，我省正在加快构建全
省统一、互联互通的农产品质量
追溯信息平台，全面实现农产品
生产、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消
费全程可追溯。消费者只要把
农产品放到追溯仪器上扫下条
形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信息就

可追溯。
据已经探索实践“可追溯农

产品”销售的经营户反映，有条
形码的菜，每 20 斤左右可多卖
20 元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可追溯农产品”的市场欢迎
度。

未来，依托全省农产品质量
可追溯信息平台建设、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我省将建立数据资源
共享的诚信数据库。把农民和农
产品的相关数据与银行贷款、涉
农政策扶持、公共销售服务等挂
钩。这一“倒逼与引导并施”的监
管机制一旦确立，将从根本上引
导农民依法诚信经营，为发展绿
色农业，打响绿色品牌，提供保
障。

质量取胜，打造绿色品牌

绿色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
支撑。深化“两区”建设能否推
动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生态化，
关键还是看科技。

近年来，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新机具在全省“两区”得到广
泛应用，高产创建和增产模式扩
面推进。

全省新建基层公共服务中
心 370 个，累计建成 784 个。粮
食生产功能区新培育社会化服
务组织 316 家，累计 2945 家，育
供秧、统防统治等生产环节社会
化服务面积 900 万亩。“3+X”基
层农业公共服务和“1+N”社会
化延伸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深
化。这些组织的诞生，为科技进
村入户送去了亟需的服务。

2014 年我省早稻单产再次
位居全国第一。科技先行，是继
续保持这一成绩的重要“法宝”。

在象山县大塘港省级现代
农业综合区，通过增加资金投
入，加强院地合作，园区自主培
育和引进了 10 多个优品良种。
农业新品种和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园区还应用推广了南美
白对虾全大棚养殖等先进适用
技术 8 项，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73.3%。

在诸暨市东部山地省级现
代农业综合区，“机器换人”已经
开始在茶叶种植、加工环节“试
水”。科技正逐步转化为真正的
生产力，为深化“两区”建设，发
展绿色农业提供动力。

科技先行，加快“机器换人”

完全控制型植物工厂
粮食生产功能区
无人飞机作业

神洲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神洲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

高新技术园区高新技术园区

育苗中心育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