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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讯
员 俞海友）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云和监管支局、云和农商银
行及中国人保财险云和支公司相
关人员，来到云和县元和街道沈村
村、梨庄村等雪梨种植基地开展调
研，了解农户融资需求，以便进一
步优化金融服务。

近年来，云和围绕县域特色产
业发展和战略规划，创新开展“政银
保”支持雪梨产业发展融资工程，以

“政府引导+金融支持+保险保障”的
发展模式，打造产业政策、信贷、保
险全程合力扶持支柱产业发展的长

效机制，助力雪梨产业扩量提质。
云和农商银行积极推出“梨树

贷”“农权贷”“仓单贷”等一系列雪
梨产业特色贷款产品，尤其是 2023
年率先开展“云和雪梨”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质押融资工
作，给予“云和雪梨”商标 1亿元的
授信额度。雪梨种植大户雷宗明
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成功获得商标
使用权质押贷款 50万元。“去年我
扩建了 13 亩果园，这笔贷款就像

‘及时雨’，解决了基地建设的资金
难题。”雷宗明说。

此外，在优化原有雪梨气象指

数保险的基础上，云和县积极推广
地方特色农业保险——雪梨种植
保险，大大降低了种植户因自然灾
害等因素遭受的损失。“去年八九
月份受台风影响，我的果园受灾，
但保险公司赔付了两三万块钱，减
轻了我的损失。”雷宗明说，除他以
外，其他受灾农户获赔金额最高达
四五万元，可以说，雪梨种植保险
为种植户们提供了强有力的风险
保障。

在产业政策、金融支持和保险保
障等共同推动下，云和县大力实施云
和雪梨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带动雪梨产业发展，走出一条
“产业兴、梨农富、生态美”高质量发
展新路径。2024年，云和雪梨种植
面 积 达 2.2 万 亩 ，年 总 产 量 达 到
5891.34吨，年产值达到1.7亿元，从
业人员6000余人。截至今年3月底，
云和县雪梨贷款累计授信3.12亿元，
累计贷款1.43亿元，为云和雪梨产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下一步，云和县将继续深化“政
银保”模式，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和保
险保障体系，为云和雪梨的规模化、
专业化、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政府引导 金融支持 保险保障

“政银保”让云和雪梨产业“枝繁果硕”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讯
员 毛江东）“省时省力 ，一小时可
授粉百亩！”眼下正是香榧授粉的
黄金时期。连日来，松阳榧农抢抓
农时，利用无人机对香榧进行授
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赤寿乡卯山村黄山头自然
村香榧基地，基地负责人苏国成正
在进行 200多亩香榧树的无人机授

粉作业。伴随着阵阵机翼旋转的
声音，载着香榧雄花粉液的无人机
徐徐升空，在种满香榧的山坡上盘
旋喷洒。“以前人工授粉 200多亩地
要两天时间，现在用无人机两个小
时就能完成。”基地负责人苏国成
开心地说道。

香榧有别于其他树种，进入
花期的雌香榧树，须在 7 至 10 天

内完成授粉，一旦错过就只能等
来年开花时再进行授粉。而利用
无人机授粉可以在短时间内保质
保量完成人工授粉，有效解决“成
本 高 ”“ 天 气 差 ”“ 招 工 难 ”等 困
扰。

“香榧授粉条件十分苛刻，需
选择晴天及温度在 20℃以上的天
气，其中上午 9点到 11点为最佳授

粉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授
粉，不然会影响明年的产量。”苏国
成表示。

据了解，松阳香榧现有种植面
积 8.9 万亩，已投产 2.5 万亩，需授
粉面积逐年扩大。无人机授粉技
术的不断普及推广，为松阳香榧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智慧”
的技术支撑。

无人机助力松阳香榧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樊文滔 通讯
员 练玉萍 吴慧萍）“你看这几根
枝条都成‘光杆司令’了。”“这些全
都是病枝。”“要赶快施肥，让春梢
粗壮些才能挂果……”近日，在庆
元县甜桔柚种植基地，来自浙闽柑
橘专家们正为果树“把脉问诊”。

当前正值甜桔柚生长关键期，
为有效防控病虫害对果树的影响，
庆元县组织农技人员联合福建甜
桔柚种植专家深入庆元各甜桔柚

种植基地开展“面对面”技术指导。
“褐斑病是果农最头疼的难

题。”庆元县范良标家庭农场负责
人表示，甜桔柚褐斑病不仅会导致
果树大量落叶落果，严重时甚至会
造成整片果园绝收，是甜蜜事业中
的“隐形杀手”。

“去年了解到福建建瓯、建阳等
地在 2017 年就发现了褐斑病的病
害，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病虫害经
验。此次特别邀请建瓯专家来庆实

地指导，就是想将福建经验与庆元
本地实际相结合，防治褐斑病。”庆
元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甜桔柚种植基地树干上还有明显
的病斑，是去年褐斑病感染后遗留
的，园区管理和树势恢复还需专家
指导。

“建瓯采用‘雨前防控+雨后补
喷’模式已有效控制褐斑病，我们
建议庆元农户选用美炽、珍甜等特
效药，及时清理病枝，避免因病害

导致树体衰弱引发连锁反应。”福
建省建瓯市专家黄发樑说。

据了解，为了预防褐斑病，庆
元县从甜桔柚春梢萌芽前就开始
布局防控，并重点指导褐斑病和黄
龙病防治，同时技术人员定期巡查
并结合天气预警指导农户，打好甜
桔柚褐斑病防控攻坚战。

浙闽柑橘专家联手破“顽疾”

春日胜黄金，农时不等人。春耕时节，松阳县象溪镇处处都是繁忙的育秧插秧场景，种植户们抢抓农时，跑好春耕生产“第一棒”，为全年
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梁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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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莲都区税务局举办“春风同行”税法课堂之个人所得税专场培
训，为市区两级400多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讲解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相关政策、操作流程
及注意事项，并面对面解答涉税
疑难问题，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税
法遵从环境。 通讯员 王婧 摄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余自强）近日，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公布了 1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实践案例，案例以扶持、带动和提
高小农户为导向，聚焦粮食生产和

“土特产富”，集中展现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规范提升经营管理、创新
发展模式、加强联合与合作、带动
小农户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
验。其中，我市青田县碧伟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入选。

据了解，青田县碧伟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营业务以中药
材育苗、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主。
合作社长期致力于山区农业社会
化服务建设，为当地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和山区农民提供统一供
种、统一收购、农资供应、技术培
训等全面系统的一体化的服务。
近年来，合作社通过“统租分包”

“产业联结”“借种包收”模式，提
供技术性服务，不断完善与农民、
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

业主体的合作，积极推动山区中
药材产业发展。

目前，该合作社已累计借种
中药材种苗 75万多斤，涉及低收
入农户 113户，增加农户就业收入
3500余万元，开展技术培训 30余
期。同时，还与当地 5个乡镇增加
联结基地 305 亩，增加就业岗位
200 余个，增加农民就业收入 162
万元。

下一步，该合作社还将依托
丽水市中药材产业技术创新中
心，加强高山种苗培育技术、生态
土壤强化修复技术、水旱轮作技
术的完善，并通过技术讲座、专业
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支梯度合理、
差别有序的农业专业化人才队
伍。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鼓励转化和引进国内外先
进农业技术，同浙江大学、浙江万
里学院等省市高校及科研院所合
作提高竞争力，实现农民致富、带
动农村经济发展。

我市一合作社入选
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践案例

本报讯（记者 曾翠 汪峰立
通讯员 王骐萍）日前，缙云县社会
矛盾化解实践基地在缙云县社会
治理中心揭牌，标志着该县在矛盾
纠纷源头化解领域迈出创新一步。

随着社区工作者、网格员队伍
日益年轻化，基层治理活力倍增，
但经验不足、调解能力薄弱等问题
也随之凸显。如何让这支“青春力
量”快速成长为矛盾纠纷化解的

“行家里手”？缙云县社会治理中
心联合县司法局、县人民法院，整
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
三大体系及多部门资源，打造了社
会矛盾化解实践基地。

作为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
实训平台，实践基地以“需求化+
实战化”为导向，通过多元联动、
精准培训、实战淬炼等举措，全力
锻造基层调解“生力军”。这里有
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组
成“智囊团”现场授课，法院、司法
局业务骨干化身导师，通过“案例
教学+情景模拟+师徒带教”的立
体化培训模式，帮助学员快速掌
握法律运用与矛盾调处技巧。目
前，实践基地已开设法律实务、调

解技巧等 9类“点单式”课程，一改
传统“填鸭式”培训，实现“缺什么
补什么”的精准赋能。

从纸上谈兵到“真枪实战”，
实践基地注重学用结合，构建了

“案例教学—模拟演练—实战跟
班”全链条实训体系。学员们既
要面对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高
频矛盾案例“过关闯将”，又要跟
随资深调解员深入一线“真刀真
枪”操练。“调解不是背法条，关键
要会用土话讲清法理。”一位参与
模拟调解的网格员说。

实践基地还建立了动态优化
机制，通过“效果评价+案件回溯”
持续升级课程内容。缙云县社会
治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这种“战场
即课堂”的模式，能让年轻社工们
迅速练就“一眼识别矛盾苗头，三
言两语化解心结”的硬功夫，接
下 来 ， 实 践 基 地 将 深 化“ 预 防
—化解—跟踪”全周期治理链条，
重点培育兼具法律、心理、社工知
识的复合型调解人才，“我们的目
标很明确——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县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探索新引擎。”

基层治理现代化探索出“新招”

缙云打造社会矛盾化解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