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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浙江省农业“双强”先行
担当，既要有装备强农的设备保

障，也要有科技强农的内核驱
动。“推进农业‘双强’，杭州
市在建设农事服务中心过
程中，与农业数字化智能化

进行深度融合。”杭州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杭州市各区县开发上线了
“临农一件事”“惠农一件事”等农

事综合服务平台。
如今，农户在手机端就能轻松选

择政策解读、农技服务、农资配送、新品
种推广、农产品网上直播等功能，实现产

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服务“一键下单”“一键
直达”。目前，杭州市在建 20 个农事服务
中心建成后，均可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
农户提供10余种农事服务。

以临安区“山核桃产业大脑”和“临农
一件事”综合应用为例，临安区“山核桃
产业大脑”以全区 11 个数字示范基地的
各类数据为算法支撑，“结合山核桃作物
生长条件、生长规律、影像视觉特征等要
素，人工智能算法成功绘制了山核桃产
业‘一张图’。”临安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张产业图不仅可以依托基
地物联感知设备数据触发模型，实现产
业监测预警，整体态势全面感知，还为临

安区构建了产量预估模型、价值估算模
型、适宜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价模型，为政
府 1.6 亿元山核桃生态治理工作提供了
决策支撑。

产业大脑如此强大，临安的农民又是
怎么用的？

“在临安，农民只需要在‘浙里办’搜索
‘临农一件事’，就可以享受‘我要识别病虫
害’‘我要电商报告’‘我要买卖原料’‘我要
买保险’等 18 项社会化服务，实现临农服
务‘一键通办’。”临安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目前来看，原料市场行情、电
商大数据、专家问答等应用活跃度较高，目
前已有注册用户 23139 人，月访问人次超
2.6万人次。

“杭州农业一直走的是质量效益型的
发展道路，其中‘双强’行动发挥着主抓手、
主引擎的作用。”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随着《杭州市关于高质量推进杭州
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杭州市数字
农业培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等一系列政策的发布，杭州市已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

未来，杭州市将继续按照“一年大突
破、三年大跨越、五年创一流”总体目标，加
快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有力的农
事服务圈，不断推动农业“双强”行动争创
亮点、走向深入。

数智赋能
走好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大部分杭州西部区县的地域特
征，也是杭州市发展规模农业的限制因素之一。

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杭州市如何破题农业产业
规模不大、机械化程度不高现状？

“去年，我们打出了‘农业标准地+‘双强’行动’组合
拳。”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杭州市
不少区县通过农业标准地建设，探索农业提质拓面的高质
量发展路径。

农业标准地建设给杭州带来了什么？透过去年 12 月
在建德杨村桥镇举办的第 15 届建德新安江（中国）草莓节
或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建德有 40 年的草莓种植历史，草莓全产业链年产值
已超 45 亿元。在草莓节上，除了首次对外发布的“建德白
露”新品种草莓赚足了“眼球”，建德市分享的以草莓标准
地建设为样板的农业产业标准地建设经验同样备受关注。

“特色产业需要升级，农民收入也要进一步提高，标准
地建设，可以让先发优势变为引领优势。”建德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建德，土地无疑是
最稀缺的发展资源之一，为破解田地“碎片”化、利用率低
和草莓产业发展“小、散和标准化程度低”的难题，建德创
新了“草莓标准地”发展模式。该模式通过统一流转租赁、
统一规划整治、统一产业布局、统一招商引资，探索出了莓
农“拎包入住”、村集体“股份入股”、村民“流转获租、务工
挣薪”的共享机制，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获租金”、股份制
改革“变股金”、农民务工“挣薪金”的“一地三金”多元增收
路径。过去三年间，建德已建成草莓标准地 5090 亩，带动
村集体增收1000余万元、农户增收1.5亿元以上。

于建德而言，“草莓标准地”的成功试水只是推进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开始。目前，建德市已出台了《关于支
持农业标准地建设的十条意见》，该意见通过以“一粒米、
一颗果、一片叶、一枚蛋、一幢房”等为重点，全域推行粮
食、草莓、茶叶、蛋鸡、农房等标准地示范创建，目标 3 年新
建农业标准地10万亩以上、盘活闲置农房1000幢以上，招
引新型农业主体 500 家以上，培育农创客 1000 人以上，带
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00万元以上。

精准破题
推进全域标准地建设

农业“双强”是 2022 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工作三

大跑道之一。

随着杭州市科技强农、装备强农向全程全面、高

质高效迈进，去年，杭州市各地在农业“双强”行动推

进、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中跑出了农业现

代化先行加速度，为促进浙江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杭州经验。

农业现代化先行，农业标准地建设是前
提保障。推进全省农业“双强”工作，杭州各
地正紧密结合农业标准地建设，配套建设满
足农业现代化需求的农事服务中心。

去年，杭州市下发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三
年目标任务，指导区、县（市）根据区域粮食
生产、农业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合理编制农
事服务中心建设规划，确定农事服务中心建
设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布设农事服务中心和
各类服务站点。目前已安排丘陵山地宜机
化改造和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农事服务
中心、良种繁育基地等农业“双强”项目 25
个。

在省级首批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创建
单位——杭州市临安区於潜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目前已建成可提供 11.5 万亩次作
业服务的农机中心、可为周边 10 公里内农
户提供农机维修服务的农机维修中心、节本
增收可达62.4万元以上的育秧中心。

农业机械展区内，茶叶机械、林果机械、
蔬菜机械、粮油机械 4 个大类 60 多台农业
机械颇为壮观，其中既有先进的大中型机
械，也有丘陵山区实用的小型机械。

“现在，无人机在山核桃产业中派上了
大用场，它们不仅可以解决山核桃植保难
题，还可以进行施肥、播种、吊装等多种作
业。”临安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在推进农业“双强”工作中，现代化机
械的广泛应用，为临安区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除了无人机，如
今，单轨运输机可以轻松地把农业生
产资料运到山上，又能把山核桃、茶
叶、竹笋、水果等农产品从山上运下来；
热泵型果蔬烘干机不仅解决了广大林农

的山核桃烘干难题，同时还能烘香榧、花生
等各类坚果和油茶、花椒等其他农产品⋯⋯
目前，临安区荣获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称
号并入选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

在打通装备强农“最难一公里”的道路
上，杭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既鼓励
西部丘陵地区引进推广小型特色农机具，也
支持东部平原地区推进粮油全程机械化和
特色主导产业重点环节机械化。

据悉，近年来，萧山区通过农机购置补
贴、农机作业补贴、农机化示范推广项目、农
机培训教育联动机制，主要农作物机械化预
计水平达 87.5%以上，在浙江省内居于领先
地位。据初步统计，目前萧山区农机服务组
织达 49 家，其中水稻育秧中心 15 家、蔬菜
育苗中心 6 家、粮食烘干中心 14 家，粮食烘
干机达139台、批次烘干能力达3104吨，有
力地保障了萧山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
产的快速发展。

装备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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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农事服务圈 铸强双强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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