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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2128242 4２０20 年 1 月 19 日 星期日
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

YI LI SHUI ZHI GAN DAN GANG LI SHUI ZHI ZAN

�� 民民以以食食为为天天，，食食以以安安为为先先。。 紧紧盯盯““发发展展健健康康农农业业，，确确保保舌舌尖尖上上的的安安全全””目目标标，，遂遂昌昌破破立立并并举举创创机机
制制、、先先进进技技术术作作统统筹筹、、突突出出政政策策为为引引领领，，借借助助绿绿色色惠惠农农卡卡信信息息平平台台、、植植保保飞飞机机应应用用、、绿绿色色防防控控技技术术推推
广广三三大大抓抓手手，，推推进进农农产产品品安安全全建建设设。。 近近五五年年来来，，在在实实现现农农业业产产值值和和农农产产品品质质量量双双提提升升的的同同时时，，率率先先
在在全全市市创创成成国国家家农农产产品品质质量量安安全全放放心心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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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绿色惠农卡
释放惠农大红利

近日，遂昌金竹镇金竹村村民李志林
持绿色惠农卡到镇上的农资店“消费”，60
元的农药和复合肥，自己只付了 15元。 当
他刷完卡，交易时间、地点、产品信息已同
步到了县里绿色惠农卡服务平台。

2015 年底，遂昌开全省先河，首推“绿
色惠农卡”，基本实现农村服务全覆盖。

此前，遂昌生态农业建设面临“两大
难题”， 一是农民领取农业补贴资金后可
随意支取，无法实现专款专用；二是农资
经营市场低、小、散情况严重，农资交易不
能得到有效监管。 2015年，农业部提出“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借
此机会， 遂昌创新推出“绿色惠农卡”制
度，着力破解“两大难题”。

绿色惠农卡为农民装起了“指南针”，
其整合了各类涉农补贴， 农民只有刷卡
“消费”才能享受补贴，无法随意支取。 补
贴比例重点向有机肥、亩用量少的高效低
毒环保药剂及诱虫板、性诱剂等绿色防控
物资倾斜，最高达 100%。“有了惠农卡，补
贴定向支付。 现在，不用监管，每分补贴都
用在了农业生产上。 ”遂昌县农业农村局
总农艺师朱金星说。

在三仁畲族乡一家农资店里，凭借惠
农卡， 农民在购买政府指定的 114 种肥
料、 杀虫剂等农资物品时， 即可享受到
10%至 100%的折扣。“农资越环保，补贴比
例越高。 不买农资不种田，补贴一分领不
走。 ”店主刘叶军说。

绿色惠农卡还给农资经营单位套上
了“紧箍咒”。 自推行绿色惠农卡以来，该
县已有 172 家农资店入选绿色惠农卡农
资服务单位。 这些农资店除了要经过严
格的进门备案审核，还要签订管理协议。
协议规定， 参加绿色惠农卡的农资服务
单位如出现 3 次以上违规经营行为，将
停刷 3 至 5 天， 情节严重的取消服务资
格。

遂昌农哈哈农资公司是县内最大的
农资经营企业，绿色惠农卡制度实施后，
该公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积极引导农
民购买使用高效、低毒产品，公司负责人
马庆宝表示， 绿色惠农卡的使用既方便
公司经营，还能保护生态，何乐而不为？

绿色惠农卡推出不久，遂昌在县城饮
用水源头地垵口乡率先实行“不用一滴
‘草甘膦’”，将高效低毒的“草铵膦”列入
绿色惠农卡高档（80%）支付目录推广，并
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县掀起高风险农药替
代轮换使用的热潮。 如今，遂昌 92.93%农
民用上绿色惠农卡， 累计整合资金 3719.8
万元， 农户通过刷卡已享受补贴 3709.56
万元。

遂昌通过制度设计， 改变以往将惠农补
贴通过银行账户发放的做法， 整合规模种粮
补贴、病虫统防统治补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等惠农补贴，将补贴资金打入农户“绿色惠农
卡”。 农民持卡购买肥料、农药等投入品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给予不同比例补贴，引导农
民应用环境友好新技术，实现农药、化肥“减
量”。卡内补贴资金不提取现金或用于非农支
出，实现国家补贴专款专用，切实提升财政资
金绩效。 信息平台积累的大数据可用于各种
分析研究和农药化肥减量考核计量，农民、合
作社等主体通过绿色惠农卡信息平台购买物
资和服务，数据实时上传，真实掌握农业主体
农药、化肥购买使用情况，起到追溯作用，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朱金星介绍， 该平台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正式开通运行，目前已发卡 5.5 万户，进驻
农资经营店 172 家，已拨入补贴资金 4927.48
万元； 新开发的提升版已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上线，12 月初正式在全县启用， 期间累计
整合资金 1207.7 万元，农民通过刷卡已享受
补贴 25.5 万元。 通过三年多的运行，绿色环
保农资购买率从 2016 年的 42.9%提高到
2018年的 67.8%； 户均次购买农药量从 2016
年的 126.4克下降到 2018年的 87.6克。

无人机飞进千家万户
减少农药提了速

2019 年“除虫季”期间，每逢天气晴好，
遂昌的“飞机手”张江旭总要活跃在遂昌的田
间地头，熟练地操控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借助
风场的作用把细雾状的药液均匀地附着在农
作物上。 2015 年，遂昌出台政策对购买无人
植保机给予 70%的项目补贴， 对水稻统防统
治给予 60元 / 亩的作业补贴，张江旭率先吃
上了“螃蟹”。

大柘镇北山村 62岁的种粮大户吴仙根，

就是植保飞机的首批受益者之一，他至今
都难以忘记当时的兴奋劲，“2 个多小时，
60 亩的制种水稻就完成打药了，真是想都
不敢想！ ” 往年“挽裤腿、抢晴天”的除虫
季，他在田边上当起了“甩手掌柜”。

“一架植保无人飞机一天可持续‘打
理’400亩水稻。 ”张江旭作过比较，与传统
的双人拉管式农药喷洒方式相比，无人机
只需十五分之一人力。

吴仙根的“耕种日记”里则算了另外
一笔账：植保无人飞机的四次施药作业属
于惠农卡统防统治项目， 每施药作业一
亩，政府代付 15 元补贴，农药使用量比传
统人工打药节省一半。“与全年采用人工
打药相比，每亩的成本至少减少 100元。 ”

2015 年 8 月中旬，全县 9 万亩的杂交
稻制种大面积受到稻飞虱侵袭，“虫口夺
粮” 成了 100 余名种粮大户的头等心事。
吴仙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与大柘镇泉湖
杂交制种专业合作社签订了一年植保飞
机施药协议。“当时是病急乱投医，没曾想
防治结果出乎意料，190 亩杂交稻制种产
量也达到了亩产 300斤的平均值。 ”

“植保飞机的应用， 还解决了‘打药
难’‘乱打药’的问题，精准施药从源头上
确保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朱金星说。如
今，在每亩节约农药用量 20%的情况下，配
合环保防病虫害等措施，全县农作物农药
用量环比减少 22吨。

强化新型科技应用，引进无人机新技
术。 遂昌农业农村部门统计，该县在水稻、
茶叶等产业应用植保飞机防治，农药用量
大幅度减少。 植保飞机防治每亩只需要
1.5 公斤药液， 而人工手动喷雾每亩需 45
公斤药液，新路湾镇 3800余亩杂交水稻制
种应用植保飞机统防统治，全年减少农药
使用量 1.5吨。

植保飞机统防统治任务由专业的机
手实施，技术更加规范，喷药均匀质量更
优，一经运用便得到大力推广，目前全县
已有植保飞机 11 台，2018 年植保飞机统
防统治 2.34万亩次，2019 年全年完成统防
统治 3.5万亩次。

真金白银推政策
绿色农业见实效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对标欧盟肥药
双控·丽水在行动”活动仪式上，省农业农
村厅植保检疫站站长陆剑飞表示，丽水市
在全国率先提出“对标欧盟肥药双控”，积
极实践生态农产品的价值转换机制，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通道，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他认为，丽水的这
些实践为浙江农业绿色发展拓展了思路，
提供了经验，是全国农业绿色发展第一方
阵中的排头兵、探路者。

遂昌也是该行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奋
力实践者。 该县先后出台了《健康农业三
十六条》《对标欧盟严格管控农药化肥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遂昌县发展健
康农业政策》等政策文件，大力推广有机肥等
生态绿色技术。 县财政每年安排 600 万元专项
资金推进标准化生产等农药化肥严格管控“十
大行动”， 优化生产方式。 其中有机肥在省补
200 元 / 吨的基础上，县财政再补 200 元 / 吨，
有力推动了有机肥推广应用，合成化肥的使用
量逐年减少， 近五年全县应用有机肥 3.64 万
吨。财政扶持加上有机肥的改善土壤地力和保
肥能力， 使种植户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升，如
高坪里高合作社 2017 年购买有机肥 100 吨，
共花费 6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 4 万元，替换尿
素等化肥使用量逾 10 吨， 亩均增产 10%。 同
时，坚持“问海借力”，2018 年和中国工程院陈
宗懋院士团队合作成立“遂昌县茶叶技术推广
站院士专家工作站”，重点攻关生态茶园建设、
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难题，目前全
县共引进陈院士团队发明的天敌友好型诱虫
灯 292 台、诱虫板 15 万块、普通数字化色板约
30 万片，性信息素诱捕器 5000 套，控害面积 3
万余亩。

在这些政策齐齐发力的基础上， 遂昌农业
呈现了生态与经济、农村与农民、品质和市场的
多重提升提级。

肥药双减，质效双增。 一方面，通过源头减
少肥药投入，最大限度保障出境水质达Ⅱ类以
上，减少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化肥含量。 另一方
面，通过减少农药使用，特别是对蜜蜂敏感的
药剂禁用后，生态环境大为改善，为发展生态
健康产业打造良好的环境。 该县“十箱蜂百斤
蜜万元钱”“百斤鱼万元钱”“新三宝万元钱”等
富民增收模式不断发展壮大，如遂昌甜蜜园蜂
业专业合作社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通
过食品 SC 认证；“张蜂霸” 牌土蜂蜜获浙江省
蜂产品十大名品荣誉。 借助全域旅游的良好发
展势头，将蜜蜂文化植根旅游，促进农旅融合、
文旅融合。 全县中蜂养殖产业遍布 20 个乡镇
（街道），到目前中蜂饲养量达 4 万群，产值达
4000 万元。

不仅如此， 遂昌还大力推广应用测土配方
施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中低产田改良、酸
化土改良、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改良技术，提升农
产品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品质保证的前提
下，全县的果蔬产品源源不断销往金华、温州、
杭州、 上海等地， 并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
地，市场需求量大幅度提升。

以生态为保障，以产业促增收。 肥药管控
生态环境日益优越的背景下，遂昌主动调整发
展思路，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围绕茶叶、烤
薯、菊米、长粽、蜂蜜、中药材、红提等优质农产
品，积极培育“丽水山耕”共建品牌，打造“遂昌
味道”生态农产品品牌，推动农产品转换旅游
地商品。 2019 年提升“丽水山耕”合作主体 34
个，新建海拔 600 米以上绿色有机农林产品基
地 7.8 万亩，培育旅游地商品主体 21 个。同时，
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经济，通过新建、提升、改
造并举的原则，打造符合不同层次需求的农家
乐民宿集聚村（点）， 新增一大批特色精品民
宿，为农旅融合增添新载体，促进旅游地商品
销售，仅 2019 年“丽水山耕”农产品销售额达
9.8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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