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扫描“松阳
新闻” 微信获取最
新资讯。

肉鸡住“洋房”

智能化鸡舍开启现代养殖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叶步芳 通讯员 陈鑫鹏 陈晨）产业兴则乡村兴。 近年来，

我县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养殖业，紧抓“鸡”遇，探
索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现代化养殖致富路。

走进位于新兴镇后周包村杨家自然村的杨浩家庭农场，占地 1280 平方
米的现代化鸡舍内，一只只毛茸茸的鸡苗正在啄食，叽叽喳喳奏成一曲“干
饭大合唱”。该农场是松阳县首家数字化规模肉鸡养殖基地，目前，项目一期
已于日前顺利投产，鸡舍内共有 23000 羽肉鸡，让人感受深刻的是，相较传
统印象中养殖场异味浓烈的预期，这里几乎闻不到异味，而这得益于鸡舍内
的自动化生产线。

“我们采用目前行业较为先进的笼养模式进行养殖， 年出栏 15 万羽以
上，同时运用自动化的生产线，鸡的养殖不再是传统的喂养，可以自动上水、
喂食，鸡粪还能落到运输带上，每天清理 1 次，不仅节省了人工，而且也没有
异味。 ”农场负责人杨浩说，鸡舍内鸡粪及时清理，被收集起来的鸡粪，通过
发酵变成有机肥。 既解决了粪污环境问题，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同时，鸡舍内还装有环境控制系统、全自动加温系统、湿帘降温系统等
现代设施设备，不仅可以全面分析鸡舍内空气含氧量、湿度、温度等，还有消
毒、防疫等管控功能，为鸡苗的生长提供卫生、健康、安全保障。 并且这些操
作均可通过手机或电脑上的智能物联系统实现自动化机械控制。

“得益于智能化的系统，小鸡们可以在吃喝不愁、温度适宜的‘洋房’中
茁壮成长了。 ”杨浩说，白羽肉鸡吃料少、出肉多，价格实惠，市场需求量大。

“该基地的顺利投产，预示着我县肉鸡产业正式步入现代化阶段，为松
阳建设数字农场提供了模板，带动家禽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县农
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廖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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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开足马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 叶步芳 通讯员 刘作军） 一

年之计在于春，全年增长看首季。 今年以来，我
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开足马力抢时间、
抓进度，奋力实现重点项目建设“开门红”“开门
稳”。

在我县智慧交通产业园内， 松阳县经济开
发区配套设施项目（一期）———双创产业园正在
火热建设中。 该项目为 2023 年县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 去年 10 月底正式开工，总投资 5.4999 亿
元， 项目建成后能提供总建筑面积为 82450 平
方米的五幢标准厂房，吸引智慧交通产业、装备
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车载设备制造、通信、

电子设备制造等企业“拎包入住”，推动特色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目前，一号厂房、二号厂房已经完成了主
体结构的浇筑， 三号厂房正在进行主体结构的
浇筑，整体工程进度达 60%左右，预计于今年 7
月底竣工。 ”县经投集团开发建设部工作人员陈
文杰说。

走进古市医院医养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
人忙着绑扎钢筋、进行混凝土浇筑等施工作业。
该项目于 2022 年 8 月份开工，目前正处于主体
结构施工阶段，施工进度已达 50%，预计于 2024
年 8 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医养中心楼，包括医养
中心病房、康复治疗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功能
用房及配套设施，新增设床位 200 张，旨在为失
能或半失能人群提供养老、医疗、康复、安宁疗
护等服务需求， 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医养
服务需求。 ”古市医院副院长兰雄华介绍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县 53 个重点新续建
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约 11 亿元，完成 1-3 月投
资计划的 140%，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8.5%，其
中 20 个重点新开工项目已开工 6 个，开工率为
30%， 一季度完成投资约 2.6 亿元，33 个重点续
建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约 8.4 亿元。

“新鑫号”公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成功首发
本报讯（记者 叶步芳 通讯员 丁好） 4 月 17 日下午，浙江新鑫集团首批

“恒温沥青罐箱”下线交付仪式暨“新鑫号”公铁海多式联运专列首发仪式在
中铁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金华货运中心松阳货运站举行。

伴随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满载 108 个 25.9 英尺“恒温沥青罐箱”的班列
由松阳站出发，驶向新疆乌鲁木齐鄯善县。这标志着首趟“新鑫号”班列成功
发运。

该趟班列共计搭乘 50 车浙江新鑫集团首批用于沥青储备运输的特种
恒温能源罐式集装箱，经衢宁铁路松阳站直达至新疆鄯善物流专用线，全程
约 3600 余公里，总价值超 2000 万元，预计一周左右到达目的地。

据介绍，不同于传统以公路为主的运输模式，集装箱“公铁海”联运依托
海运和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中途无需换装、倒装，较公路运输
可减少 80%价格成本、50%时间成本，减少 92%污染排放物，具有产业链条
长、资源利用率高、综合效益好等特点。

此次班列首发对促进松阳“公铁海”多式联运结构调整、全面推进提升
综合运输效率、 打造浙西南综合性物流服务中心具有里程碑性的作用。 未
来，我县将加快构建高效畅通、绿色节能、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式联运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助推经济跨越式发展。

以“三转”为驱动

我县企业铸就高质量发展“硬核力量”
本报讯（记者 叶梦雨 通讯员 陈玉新 叶益

军 包海杰） “企业要想发展壮大，转型升级是必
然趋势。 ”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庆峰
说。 眼下，该企业正着力于打造“未来工厂”。

走进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高端智能门窗
项目新厂区的装甲门生产车间， 大大小小的机
器人挥舞着机械手臂， 准确快速地抓取和投放
型材，上料、冲孔、锯切，一系列工序不到 1 分钟
就能快速完成。这条智能化门芯生产线，原本需
要 20 多个工人配合完成，如今 4 个工人就能正
常运转，使得车间用工成本降低 80%的同时，产
品合格率提高至 98%。

“只要把机器参数设定好，它就能按照规定
的标准去生产。 ”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设备开
发组组长蔡晓芳介绍，企业坚持以技术创新、智
能制造为先导, 去年投入 16 条智能化生产线，
并引进先进设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此外，企

业的“智慧大脑”———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正在不
断完善。届时平台能借助数据追踪和分析，基本
实现智能制造的计划调度、 生产制造、 工艺执
行、质量管理等全流程操作，还具备 24 小时无
人化、可视化、智能化等特点，让企业达到年产
20 万台装甲门、5000 台车库门、2 万平方米铝艺
制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年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

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转型正是我县着力
推进企业“三转”的缩影之一，除“传统制造”向
“高端智造”转变外，还积极从“单一市场”向“内
外联动”转变，从“被动接单”向“主动出海 ”转
变， 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 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生命力、 竞争
力。

第 12 届泰国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日前
在泰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办。 作为亚洲

地区影响最广、最具创新力的汽配展会之一，我
县汽配行业的 7 家企业前往泰国参展， 加速竞
逐海外市场，这也是我县首个“抱团出海”的“抢
单团”。

“这次展会获意向客户近 10 家，也接到了
意向订单，政府还有相关补助，没有白来一趟！ ”
浙江得迈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表示， 此次
“出海”已收获满满。据了解，我县对组团参展企
业给予了摊位费全额补助， 同时奖励企业 1~2
万元，自行前往的给予企业摊位费 50%的补助，
参展人员往返机票费也有 1 万元补助。

目前 ， 县经济商务局等部门正抓紧制定
2023 年松阳县加快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数字经济发展等新政，深化“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大解题”活动，以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
业激流勇进、勇于变革，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
生命力、竞争力。

“一支队伍管执法”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走街式”护航春耕备耕
本报讯（记者 叶步芳 通讯员 叶辉） “农药要做好销售台账，还要及时

录入浙农优品农资购销模块。 ”人勤春来早，百事农为先，为确保农民买到
安全放心的农资，水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日前以“辖区检查全覆盖，督促
问题严销账”为目标，通过“走街式”执法模式开展辖区农资经营专项检查
行动。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对农资经营户的营业执照、备案证明、进货发票、销
售台账、包装标识等进行仔细查验，严防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同时，为进
一步强化农资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积极向经营者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其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确保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严把春耕农资
“质量关”。通过“清单式”检查，执法人员发现个别农资经营部存在未落实销
售台账制度的现象，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当场开具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

“与往年不同，这次的执法检查进展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这是‘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松阳县惠农农资有限公司青龙
门市部负责人何某说。

春耕备耕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原先街道没有执法权，遇到这类问
题，需要向相关部门汇报反映，问题解决起来较慢，导致工作上很被动。水南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冯斌介绍：“自 ‘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以
来，执法事项在完成‘物理整合’的同时，还实现了‘化学反应’的质变———执
法触角伸到了最前线，不仅达到了执法优化、协同、高效的目的，还推动了企
业商户减负及营商环境的优化。 ”

我县 17个村上榜 2022年度“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名单
本报讯（记者 叶梦雨）浙江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认定 2022 年度
“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名单公布。 我县西屏街
道白沙村、 水南街道潘西村等 17 个村上榜，其
中，“浙江省善治村”6 个，“浙江省善治示范村”
11 个。

据悉，善治示范村获评村庄须满足经济“硬

指标”， 即年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15 万元且经营
性收入达 8 万元以上。 并符合党建引领坚强有
力、自治形式有效多样、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德
治教育春风化雨、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等要求。

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 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我县以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各村优势，引导村民参与善治村建

设，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走出了一条
富而美的蝶变之路。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乡村“四治融合”，
以发展促善治，以善治促发展，不断激发乡村发
展活力， 逐步形成较高水平的共建共治共享乡
村治理格局。

眼下正是早稻插秧的关键期，叶村乡抢抓农时，积极组织合作社、农户开展机械插秧，全面掀起春播春种作业热潮。 据了解，叶村乡共有水稻 2200
亩，为确保早稻移栽任务尽早完成，乡里采用以合作社带动种植户的模式，实现早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动粮食生产基地稳步发展。

叶步芳 通讯员 陈叶鹏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