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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放下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脚步当我们放下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脚步，，更多地去为子孙后代考虑更多地去为子孙后代考虑；；当我们将现代化技术应用于农田生态建设当我们将现代化技术应用于农田生态建设，，综合利用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综合利用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已然成为平湖农业已然成为平湖农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最美底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最美底色，，““看得见山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的理想图景正逐步成为现实的理想图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绿是一种品质绿是一种品质。。近年来近年来，，我市全面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全面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全市全市724724条河流实现了普遍劣五类水质到三类水质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条河流实现了普遍劣五类水质到三类水质为主的历史性转变，，环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6969..44%%提高到提高到8484..7979%%。。散养生猪全部清零散养生猪全部清零，，秸秆焚烧全面禁止秸秆焚烧全面禁止，，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96..7575%%，，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从8585..22%%提高到提高到9696..11%%。。
绿是一种财富绿是一种财富。。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幅增加全市旱涝保收大幅增加全市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比例高产稳产农田比例，，显著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效推动农业规模化有效推动农业规模化、、集集约

化，为产业兴旺提供支撑、为生态宜居提供保障、为农民富裕创造条件。

“抓好创建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工作，既是对平湖农业发展的鞭策，也为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浩说。风正时济，自当

破浪扬帆；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接下来，农业农村局将借这一创建“东风”，举全局之力继续奋进，争当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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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创建推进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创建
为为““重要窗口重要窗口””增添增添““三农三农””风景风景

【看点】广陈镇龙萌村杨树港美丽田园面积约

1000亩。2018年以来，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将土地开发、旱地改水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环

境综合整治等专项工作有机整合到土地整治平台，

有效开展美丽田园建设。两年来，本区域大力推行

绿色生产模式，建设氮磷生态拦截沟渠。

龙萌村杨树港区域将有优质粮油生产、现代精

品农业、休闲旅游观光三大主要功能，并穿插水乡花

海特色农业、果蔬生态体验等两大功能，形成农业种

植、休闲观光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区域，全面体现农业

产业价值的精耕农业窗口和美丽田园的自然风光。

【盘点】近年来，我市深入开展农业绿色发展

示范创建工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开展“肥药两

制”改革，全市农药化肥使用量降幅每年保持在

2%以上，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态文明程度明

显提升，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搭建一体化平台，打造数字农资。对农资销

售数字化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和农药

废弃包装物回收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建立起农药、

化肥等投入品（进-销-用-回）一体化平台。今年

以来，为全市农药经营单位配备“人脸识别”一体

机，逐步实现“刷脸”销售。围绕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平台平湖子系统、智慧监管APP等进行升

级开发，实现数据系统整合。同时，将农药废弃包

装物回收纳入数字农资，通过有偿回收引导消费

者主动将农药废弃包装物打包整理后送至农药经

营单位，打通农药闭环管理“最后一公里”。

集成一揽子技术，促进肥药双减。大力推广绿

色防控、农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等集成技术应用，稳

步推进化肥农药双减。以紫云英种植、秸秆还田、

无人机施肥等技术应用，减少化肥用量；以配方施

肥、有机肥替减等方式，从化肥使用结构上进行适

当调整；以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规范农户科学合理

用药；以采用抗（耐）病虫品种、生态调控、生物防治

等健康栽培措施，实现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融合发展;以氮磷生态拦截工程建设，对农田径流中

的氮、磷等物质进行拦截、消纳，实现生态减排。

健全一系列制度，构建长效机制。把“肥药两

制”改革作为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

重，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强化主体教育、强化绩效

考核，抓实抓好“肥药两制”。

践行“两山”理念 开展“肥药两制”改革

【看点】每年4月1日至5月15日，是我市内陆

外荡水域禁渔期。为全面清理整治违规渔具，曹

桥街道联合嘉兴南湖区兄弟单位，组织开展违规

渔具清理行动。今年开展的清理行动中，共出动

执法人员 28人次，出动执法船 5艘次、清理船 8艘
次，共清理地笼网等违规渔具3000余只。

为推动水产养殖健康、绿色发展，曹桥街道农

业主管部门积极行动，深入养殖基地开展水产养

殖尾水治理技术服务。围绕养殖户关注的养殖尾

水处理工艺流程、治理设施等问题，开展针对性技

术指导。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督促主体认真做好

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目前，全街道6家
规模养殖主体养殖面积 302.2亩，已于 5月底前全

部完成“三池两坝”治理设施建设。

【盘点】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是渔业领域实践

“两山”理论的具体抓手，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

动渔业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创建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的重点工作，事关广大养殖户养殖理

念、养殖模式更新，以及整个渔业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生态渔业项目攻坚

分队紧紧围绕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目

标，主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突出重点、统筹

推进，全域、全面、全力推进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健

康养殖示范创建工作。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为组

长的市级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渔业健康养殖各项

工作，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各镇街道也建立了相

应的工作机构。探索推行符合实际的养殖尾水处

理模式、工艺，明确尾水处理工艺流程、主要设施

等技术指标，要求规模养殖场、主要河道和重点断

面周边养殖场选用“三池两坝”或其他集约型高标

准处理模式，其余养殖场可选用种养结合生态消

纳处理模式。举办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培训

班，组织实地观摩活动，引导养殖户自觉更新养殖

理念、参与尾水治理和健康养殖示范创建。将尾

水治理、健康养殖作为深化“三联三送三落实”“清

洁家园防疫情 不误农时保春耕”等各专项行动的

重要内容，形成全力推进的强大合力。运用各类

媒体，广泛宣传尾水治理、健康养殖补助政策和工

作进展情况，努力营造政府积极推进、主体自觉参

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全力推进养殖尾水

全域治理，牢牢抓住尾水治理过程中进排水管道

（生态沟）、沉淀池、曝气池、生态净化池和过滤坝

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力争打造美

丽田园典型，带动产业整体形象提升，不断提高水

产养殖绿色发展水平。

【看点】去年7月16日，全省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

渠系统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议就当前推

进我省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的机遇条件

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下一步推进措施进行

了研究部署。与会人员还集中考察了曹桥街道金龙

浜生态沟渠和钟埭街道活罗浜生态沟渠项目现场。

【盘点】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不仅仅是

农业面源精准治污的一项全新技术，更是加快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田园生态系统打造的有效途

径，沟渠虽小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牢固树立生态发展理念，以省级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创建为抓手，将建设氮磷生

态拦截沟渠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美丽田

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经过几年来

的努力，目前全市已建成大小生态拦截沟渠18条，

总长 12.3公里，排放出的水样中总氮下降 17%以

上、总磷下降 40%以上、高锰酸盐下降 39%以上，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去年，我市成功承办全省农

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现场推进会，平湖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三全”模式也成功入围全国五

大典型案例，代表浙江在全国推广。

突出“统筹”理念，加强生态沟渠建设组织保

障。我市将生态拦截沟渠建设作为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和“五水共治”工作的重要抓手，以机构改革

为契机，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

资金，将生态沟渠设计理念贯穿于每个项目中。

突出“绿色”理念，建设高标准生态沟渠样板。从

2016年起，在钟埭街道沈家弄村活罗浜灌区进行

试点，建设生态拦截沟渠。该灌区按照高标准设

计实施，建设拦截沟渠1公里，沟渠贯穿整个灌区，

沟底种植野茭白、空心菜、荷花等水生植物。灌区

根据实际地形高差，选择高位进水、低位排水，利

用拦水坝、拦截坝、节制闸，常年保留一定高度水

位，利于水生植物生长。突出“实效”理念，总结经

验多模式推进。通过总结试验区建设经验，市农

业农村局在全市推广实施过程中做到沟渠项目建

设资金与市、镇街道财政配套资金结合，与农田水

利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其他基础设施相结合，

与供水、排水项目相结合，与河道整治相结合。突

出“长效”理念，确保拦截功能持续发挥。氮磷生

态拦截沟渠建设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在探索过程

中，通过院地合作，与上级技术指导单位进一步研

究多模式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在项目规划设计和

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优先、长效长久。

【看点】“每年八九月份，是蘑菇基料的堆料

期，平均每平方尺蘑菇基料需要 3000克秸秆与菜

饼等多种不同成分培养料混合堆置。秸秆是我们

种植蘑菇最重要的原料。”新埭镇盛龙果蔬园艺场

的盛保龙介绍说，“待到蘑菇生产期过后，菇棚清

出的蘑菇菌渣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现在每吨蘑

菇菌渣售价 100元，每万平方尺可清出 15吨蘑菇

菌渣，这对我们菇农来说也是不错的效益。”

水稻、蘑菇、芦笋是我市的三大农业主导产

业。近年来，平湖菇农利用稻草（秸秆）发酵种植

双孢蘑菇，蘑菇生产后的废料又成了芦笋种植的

好肥料，逐级形成了“稻-菇-笋”生态循环农业产

业链，三大产业相互支撑，秸秆成为了绿色农产品

的基质，在为农户增产增效的同时，也为农业绿色

发展奠定了基础。

【盘点】近年来，我市始终将秸秆禁烧禁抛和

综合利用作为防治大气污染、推进环境整治、加快

“美丽平湖”建设的重要抓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主线，以提高秸秆

离田利用能力为手段，以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创

建为载体，整县体系化推进平湖市域秸秆全量化

利用。《平湖市秸秆全量化利用工程建设与示范推

广项目》荣获嘉兴市农业丰收奖一等奖。

理念为先，提升秸秆全量化利用推进效率。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

副组长的秸秆“双禁”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优化要素配置，明确将秸秆“双禁”和综合利用工

作资金列入市、镇街道财政预算，近 3年来共兑现

农作物秸秆“双禁”和综合利用补助市级资金2500
万元。

体系为纲，构建秸秆全量化利用堵疏机制。

不断强化秸秆收集主体培育，壮大秸秆收集队

伍。不断加快土地流转，夯实秸秆连片收集基

础。依托平湖亿家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全域开

展秸秆机械化收集，提高秸秆收集效率。在秸秆

离田利用上，涌现了曹桥街道、新仓镇、当湖街道

秸秆基料化利用产业，新埭镇新联粮油专业合作

社秸秆制生物质燃料—粮食烘干中心供热产销一

体化模式，以及林埭镇秸秆原料化利用加工企业

等。逐级落实包干责任，一级抓一级，形成秸秆

“双禁”网格化管理体系。坚持人防与技防同步发

力，一方面在每年重点月份由市、镇街道、村分别

组织成立秸秆禁烧巡查组，在包干区域开展巡查，

并设立市秸秆禁烧举报电话，发动全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监督；另一方面利用“城乡天眼”技术，安装

的 156个 360°旋转高清观测摄像实时视频监控系

统，对农田环境全天候、全方位监控，确保第一时

间发现并处理田间秸秆焚烧现象。

宣传为要，营造秸秆全量化利用良好氛围。

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全方位宣传，连续多年

开展“小手牵大手”系列活动、“节能领跑，绿色发

展”进村入户等主题宣传活动，使秸秆“双禁”和综

合利用理念深入人心。

秸秆综合利用 离田增值效果好

全域治理养殖尾水 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理念先行 高效推进生态沟渠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