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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田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提供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的平台型公
司。

公司主要通过平台（农业种植技术研究平
台、农业装备技术开发平台、果蔬产品销售支持
平台）建设，整合全球农业资源，引进并转化国
际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农业装备技术，打造
集农业种植技术集成、农业装备技术集成和果
蔬产品销售集成于一体的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
决方案，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客户群体（农
户、农企）提供包括规划设计服务、农业装备供
应、种子种苗供应、专用肥料供应、种植技术服
务和产品销售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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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科委“百千万”蹲点调研真做实干解民忧
根据《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联百乡结

千村访万户”蹲点调研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和市委
统一部署安排，杭州市科委于今年3月开始组织全委
系统57名干部联系萧山区益农镇开展“百千万”蹲点
调研活动，在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周智林的指导下，杭
州市科委党组在此次蹲点调研活动中精心组织实施、
精准解决问题、精诚服务群众，进一步锤炼了党员干
部严实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收到了显著的成
效。

走村访户掌握情况真做实干

益农镇下辖 19 个行政村、1 个社区，实际面积
46.5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2万，外来人口1.7万，是
萧山东部新兴的工业重镇、农业名镇、生态强镇，先后
荣获国家级卫生镇、国家级生态镇、浙江省工业强镇、
浙江省教育强镇等称号，在2016年度全国建制镇综
合实力千强镇中位列702位，排名萧山第六位。

市科委党员干部通过逐户走访、召集老党员和村民
组长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走访了益农镇
19个行政村12645户农户（其中走访慰问困难户141
户），走访企业53家，召开恳谈会、座谈会37次，收集汇
总问题清单16条（其中市级层面1条、区县层面4条、镇
村层面11条），摸清了益农镇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
口总数、所辖区域等基本情况，切实做到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市科委党员干部深刻地认识到益农镇发展的困
难和存在的问题，共收集、梳理和归纳了 16 条问题
清单。如产业基础仍较薄弱，在加快主导产业和大
企业培育等方面仍需不懈努力；“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提升
环境品质等方面依然困难重重；基本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进一步健
全，在社会事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

上情下达集中宣讲全覆盖

3月13日上午，市科委党组书记、主任阳作军带
领调研组一行21人，在益农镇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
调研对接会暨市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镇党委
班子、各村支书及相关人员共80余人参加会议。会
议由益农镇党委书记毛夏云主持。会上，阳作军介绍
了市十二次党代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和成果，重点对市
委书记赵一德所作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结合
全市科技工作全面回顾了五年来杭州所做的工作和
取得的业绩，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并围绕“五
个显著提升”部署提出工作举措。蹲点调研期间，为
了能让市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更好地传递到基层乡村，
结合益农镇“党员固定活动日”，市科委19个调研组
精心准备，为19个结对村党员队伍上了一堂内容丰
富、通俗易懂的党课，广泛宣讲党代会精神，让19个
村的1514名基层党员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集中宣讲和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各调研组
共召开37次民情恳谈会、党员代表座谈会，与村三委

干部、党代表、村民代表一起，面对面交流村庄各项建
设、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等生产生活情况，积极出主
意、想办法，分析村情民情，共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百姓创收渠道、村级建设发展和治理思路等工作。对
各结对村的劣Ⅴ类水治理、城中村改造提升、小城镇
环境综合治理、垃圾分类处置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
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指导和督促，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指出，对相对滞后的环节给予有力推进，进一步加
强了各结对村对落实重点工作的宣传引导，有效推动
环境质量和村容村貌的逐步改善。

零距离交流有的放矢解民忧

集中蹲点调研结束后，市科委党组认真研究分析
了梳理汇总的问题清单，组织19个调研小组的组长
召开专门的碰头会，为益农镇的发展建设“把脉会
诊”。同时，市科委党组制定下发了《杭州市科委关于
进一步深化蹲点调研活动的通知》，统筹规划全年调
研走访的人员和课题安排，有的放矢地开展深化调研
活动。

针对益农镇览胜粮油专业合作社提出的农业生
产中的困惑，即土地只能芹菜和水稻轮作，种了一年
芹菜后，第二年就没法接着种芹菜，只能种两三年水
稻，才能再种芹菜。4月18~20日，阳作军和市科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寿伟义携省市农科院、市种业集团7
位专家，再次专门走访了益农镇览胜粮油专业合作
社、沙地绿色纯品瓜果蔬菜实验场、东村长达精品农
业园等农业种植大户，对农业种植大户进行技术指
导，将蔬果良种、技术指导、政策服务直接送达农户身
边，开展科技下乡活动。省农科院环土所专家姚燕介
绍了一种土壤生物强化技术，可以在种植间歇期的一
个月对土壤进行改良，有效地对土壤改良问题进行了

“把脉”。除了贴身的技术指导，直达农户身边的，还
有市科委和市农科院共同赠送的蔬果良种。“良峰玉
芹”“拿比特小西瓜”“杭椒一号”“杭茄2008”“正甜68
甜玉米”……将这些高产高效的品种引入新的土壤中
种植，不仅将杭字头的特色农业扩大推广，还有望改

善当地农户的种植结构。群众普遍反映这次市科委
组织的农业科技专家团队第二次进村“看病”，精准触
达，成效良好。

针对益农镇在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中遇到的难
题，5月25~27日，市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毛国锋和
冯镭带领市科委系统3名处级干部及4名劣Ⅴ类水督
导员以及省农科院、杭州师范大学等3名治水专家再
次深入益农镇久联村和群英村开展劣Ⅴ类水专题调
研督导工作。调研组在益农镇政府会议室听取最新
剿劣工作进展情况，与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一起对
着桌上一张张大图共同研究科学治水方案，并到现场
实地查看，随机走访农户，认真倾听农民的心声，共同
参与了镇政府组织的“剿灭劣Ⅴ类水”大型文艺宣传
活动。

6月7日，周智林带领冯镭等机关干部一行五人
亲赴益农镇调研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听取了益农镇关
于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勘察了群
围村和群英村文化礼堂建设情况，并组织村党支书、
老党员和农户代表召开了文化礼堂建设座谈会，倾听
基层一线群众的意见建议。周智林一行还调研了浙
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了企业情况介绍，并
对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提出建议。

6月14~16日，市科委党组成员、驻委纪检组长周
坚钢带领机关干部深入益农镇开展失地农民养老保
障的专题调研。蹲点调研活动作为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有效载体，市科委党组在精
心组织实施、精准解决问题、精诚服务群众上下功夫、
见实效，真正使蹲点走访的过程成为干部真“学”实

“做”、提升能力素质、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
结合益农镇的实际，市科委还建议益农镇要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不断强化科技驱动，依靠创新打造现
代农业，依靠创新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并深
入挖掘传统文化和环境资源优势，以“一区一村一集
镇一企”建设为载体，统筹规划科学发展，建设“幸福
益农”，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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