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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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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施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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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孙家村以及周边村庄的数百名
农民正加班加点扎制供应杭州、义乌等全国各地春节市场
的大红灯笼。目前，孙家村灯笼的日发货量已破万只，而
在春节到来前将有50万只大红灯笼红红火火地迎接猪年
春节的到来。 吴铁鸣

“我们根据‘村重点工作清单’，共投入105万
元启动蒲包圆河 500多米河道砌石一事一议项目，
目前 1000 多米的河岸绿化和绿道建设已接近尾
声。村文化礼堂建设投资 60多万元，已通过了市
级一类标准验收。”近日，在温岭市松门镇召开的
镇村干部“三同”考核述职大会上，四甲村党支
部书记吴文彬围绕新村融合发展、基层党建、村
级事务开展、重点工程建设，对照去年初下发的

“村重点工作清单”一一述职。在他述职过程中，
村里其他主职干部、驻村干部就站在他的边上，
集体“亮相”。

“三同”考核，即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承诺同
作、工作同抓、责任同担”，为的是实现驻村干部
和村两委干部同心同力同向开展工作，推动干部
工作作风转变、基层组织建设规范提升，有效形
成抓乡捉村工作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组
织保障。

去年，该镇党委政府给全镇 49个村列出“重
点工作清单”，包括了46项共性项目和394项个性
项目，其中最多的海韵新村个性项目就达 26项，
这些都促使村级事务提质增效。

当天的述职大会上，除了四甲村外，还有海
韵新村、幸福村、远景村、东城村等9个村，有些
是村党支部书记述职，有些是驻村干部述职，他
们都代表着所在村的一个“团体”。

有了重点工作清单，村干部工作也更有计划
性了，有个别村把全年工作都细化到每月，甚至
每周，有计划地完成。有些工程进展慢了，村里

就会倒排时间去完成，保证每项工程都能按计划
完成。

去年4月进入乡镇工作的赵欣宇，被派驻到东
城村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自从镇里实施“三
同”考核以来，他意识到如果村里没有做好工
作，就等同于自己没有做好工作。

“我会先去反思哪里没做好，出了什么问题，
再跟村班子梳理没做好的原因，交流每个人对这
项工作的想法，商讨改善的计划，最后共同付之
行动来解决问题。”他说。

上午的“三同”考核述职大会后，镇组织办
就将各村的共性项和个性项反馈到各办线进行测
评量分，作为镇里对各村全年工作的综合评价，
再评出年度“红黑榜”村，与驻村干部、村主职
干部的考核奖金挂钩，激发驻村干部、村干部干
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江文辉

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承诺同作、工作同抓、责任同担”

松门“三同”考核促村务提质增效

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会长刘俊、中国农学会
葡萄分会副秘书长李敬川等国家著名葡萄专家，
近日来到温岭市，深入葡萄基地实地考察指导，
为温岭葡农送来了科技大礼包。

刘俊一行首先来到新河镇蔡洋村杨杨家庭农
场。杨杨家庭农场是一家以水果种植、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农场拥有樱桃、葡萄等
水果示范基地300亩，曾被评为全国农技推广——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

走进葡萄棚内，整洁的园地环境，整齐的葡
萄枝蔓，新颖的轨道运输机……刘俊等专家对温
岭市沿海特有的棚架建造赞赏有加，认为温岭市
创新并获发明专利的“先天后地再中间”的覆膜

技术，非常符合葡萄自身的生育生态自然规律和
人工促早栽培技术规范，值得沿海及各地区借
鉴。

位于五一塘的滨海紫莹家庭农场 2008年开始
从事葡萄产业，目前种植面积 60亩，是温岭市级
示范性家庭农场。农场里的葡萄枝条圆润，主干
粗壮，排列整齐，园地整洁，专家们肯定了农场
的种植水平，同时建议适当间伐，降低种植密
度，有利于提高果品品质，减缓树体衰老。

刘俊等专家走进田头一个个葡萄棚架，指导
一家家农户，一边实地走访、考察，一边聆听温
岭市温岭葡萄产业发展介绍，高度赞赏温岭市在
葡萄产业发展中提出的“葡萄以简约化的大树冠

栽培、省力化的管道喷雾、电动轨道运输车等果
园机械的应用”等做法，认为这些实践非常符合
我国南方葡萄产业的发展形势。

在实地调研后，刘俊等专家还为温岭市100多
位果农进行“全国葡萄产业形势分析及思考”的讲
座，阐述葡萄产业的新形势、新趋势、新问题、新
发展、新对策，建议树立新理念、当新农民、种新
品种、用新技术，发展一二三融合的新产业，实现
葡萄产业的转型升级。

李敬川和海唐春葡萄产供销联盟技术总监李
春雨专门针对温岭市葡萄的促早栽培和主栽品种

“巨峰”的各种关键技术进行详细的讲解。
刘振清 金伟

全省小城镇文明行动测评结果日前出炉，蛇蟠
乡成为三门县唯一上榜乡镇，至此，蛇蟠乡又获得
一个省级荣誉称号。

据了解，省文明办开展的浙江省小城镇文明行
动测评活动，是在去年推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基础上的“升级版”，旨在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实施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的决策部署，提

升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去年 3月，省文明办
组织各市文明办采取交叉测评、随机抽查的形式，
对全省76个县（市、区）纳入小城镇文明行动的451
个小城镇进行了抽查。

蛇蟠乡以省小城镇文明行动测评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落细落实小城镇文明行动，夯实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基础。对重要街区、节点风貌步步解决，层层

推进，确保实效。同时，制定出台文明行动实施方
案，以“垃圾不落地、出行讲秩序、办酒不铺张、邻里
讲和睦”为目标，全面实施宣传发动、教育引导、特色
创建等专项工作，让小城镇环境更加优美、人际更加
和谐、治理更加有序、风尚更加文明。活动开展以
来，蛇蟠乡积极行动取得良好效果，被评为首批省级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板。 朱曙光 朱芳芳

“连柴火都叠放得那么整齐，还叠出了图案
来，真是太漂亮啦！”在天台县三州乡下屋村村民
陈正寺家门口，几个客人站在柴垛边连声夸赞。

听到客人的声音，正在制作扫把的陈正寺放
下手中活儿，出门相迎。和往常不同的是，陈正
寺并不着急让客人坐下喝茶，而是拉着客人到村
里头转转。他高兴地说：“以前村里也没什么好
看，这几个月我们村大变了样，已经变得有点景
区的味道了。”

位处山区的下屋村是三州乡政府所在地，是
一块有着革命传统的土地。长期以来，该村环境
面貌相对落后，虽几经整治，但脏乱差现象并未
从根本上改观。去年以来，三州乡以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为契机，瞄准“老大难”问题，集中力
量，啃下了“硬骨头”，实现了美丽蝶变。

村口的民房墙面上，是大幅的革命墙绘。在
整治中，下屋村群众没有忘记那段烽火连天的革

命史。村里挖掘本土文化，投资150万元打造了红
色烽火、历史记忆等三大街区，通过橱窗、浮
雕、墙绘等文化设施，将历史记忆和文化故事串
联起来。

文化是“土”的，规划也是“土”的。乡里
在邀请专业团队编制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同时，
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作用，多次邀请“两代表
一委员”、党代表、乡贤及乡土优秀人才组成“土
专家团”，集思广益，为规划编制出谋划策。

不仅如此，下屋村在环境整治中用的材料也
是“土”的。山村经济并不富裕，农户家中的竹
篱笆、缸罐、箩筐等，成了菜园、村角小品最好
的装扮。而全村绕一圈，让客人印象最深的还是
家家户户门前的柴火。

下屋村在家的村民大多喜欢用柴火灶，以
前，乱堆放的柴火是全村环境的一大“败笔”。这
一次，村两委干部将“败笔”变成了最大的“亮

点”。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开展了“柴火
革命”，每户派发一个柴火架，他们以“庭院”为
主阵地，以柴火为“创意主原料”，以“实用”和

“美观”为改造原则，把流传坊间的“狗稻米”
“龙吸水”等传说体现在柴火堆砌摆放中，全村打
造此类生态新景观 50多处，让美丽乡村真正体现
农趣，展现乡愁。

影响群众生活的村内养猪现象也彻底得到了
解决，乡、村干部带头帮助村民推销猪肉；臭气
哄哄的猪舍被拆除，改造成一个个花圃；众多危
旧房被拆除后，拆出来的空间变成了公共绿地和
非遗展示点。

在村内走马观花看了一圈，前后用了半个多
小时，客人看得过瘾，陈正寺也是脸上有光，他
自豪地说：“上一次我们村环境整治排名垫底，这
次听说排到了前几名，有好多个乡镇还带人到我
们这里来学习哩！” 杨德华 徐平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下拨今年第二批三
居专项行动工作补助资金 4056.76万元，惠及咸祥
等6个镇8个村、10余个项目。

自 2018年起，以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为主轴，
鄞州区每年新启动建设美丽宜居村 9个以上，力争
到 2020年，全区打造 4条美丽乡村风景线，建成美

丽宜居示范村 30个以上。同时，全力完善公共设
施、提升村容村貌、凸现特色亮点为重点，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着力打造“环境更美好、村庄更美丽、住
房更美居、生活更美满”的农村新风貌。

为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导向功能，该区采用项目
化补助方式，对整理改造型、联户自建模式重点补

助，加大对试点村的补助力度，集中资金精准扶持，
着力打造出特色鲜明、资源丰富的宜居村庄。在美
丽宜居村建设的基础上，鼓励各镇村按照上级文件
精神，开展美丽乡村示范创建，对创建达标的示范
村、风景线和示范镇，予以奖励补助。

张文胜 王曦

专家是土的，文化是土的，规划是土的，用料也是土的

下屋村乡村治理整出农趣乡绪

葡萄园里送来科技“大礼包”

垃圾不落地 出行讲秩序 办酒不铺张 邻里讲和睦

蛇蟠乡成省级小城镇环境综治样板

几位女游客正在花圃里挑选鲜红色、粉红色的仙客来
鲜花。

随着春节的临近，连日来，在建德市航头镇隆泰园艺
场，工人们培育的2万多盆仙客来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每天
吸引众多的游客与市民前来花圃里选购，扮靓居室，美化
环境，迎接新春的到来。 宁文武

鲜花迎新春

开化县林山乡姜坞村西山里的山地上，农民正在挖
收前胡。

开化姜坞家庭农场在当地农商银行贷款35万元的支
持下，流转山地 70 亩，于 2017 年 12 月全部种下前胡幼
苗，通过精心培育管理，前胡现已开始成熟采收。据估
算，今年可产鲜前胡30000多斤，晒干后约7600斤，现
已有药厂提前订购。 齐振松 汪忠良

前胡种植

近日，江山市举行首届“江山好稻米”评选活动，5
家家庭农场选送10个大米样品参加了此次评选。

江山市是全省首批20个创建“放心粮油示范县”之
一。去年，江山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44.14万亩、总产
20.07万吨，其中水稻34.31万亩，总产17.40万吨。

金超水

“江山好稻米”评选

50万只大红灯笼出孙家

鄞州加快美丽宜居村建设

1月11日，嵊州市蚕种育种场内，嵊州陌桑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冬季养殖的蚕蛾开始交配育种。

据了解，在我国南方地区，工厂化养蚕还是
一项难度较大的技术。该公司的这项技术，克服
了传统养蚕受季节、气候等的限制，并在蚕种改
良、饲料配方、饲料加工、高密度饲养工艺以及机
械化配套饲养工艺、蚕具开发等方面进行创新，
极大地提高了桑蚕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张亮宗

冬季养蚕育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