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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六大小县六大再突破再突破八个奋力八个奋力干出彩干出彩

记者 施俞堞

通讯员 董井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县建设

局获悉，我县为积极响应省市级

政策，聚焦绿色、智能、适老化方

向，通过发放补贴推动旧房装修、

厨卫局部改造，提升居民居住品

质。截至目前，已有 47人次通过

“浙里旧房装修”微信小程序进行

申领，21人通过审核，进入实地核

查阶段。

2025年旧房装修和厨卫改造

补贴适用于 2023年 1月 1日前竣

工验收合格的城镇住宅和2023年

1 月 1 日前竣工的集体土地上的

农村住宅，此次装修补贴涵盖饰

面砖（含石材）、板材（含踢脚线、

石膏线）、集成吊顶（不含电器设

备）、门窗（不含入户门、智能门、

智能锁）、定制柜、卫生洁具（不含

智能坐便器）、墙纸（布）、涂料（含

油漆）等物品和材料，补贴标准为

按照上述品类实际购买价格的

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且每套

房最多可补贴 1次，最高不超过 2
万元。

补贴统一在“浙里旧房装修”

微信小程序上申报，申请人提交

资料时间为“浙里旧房装修”小程

序正式上线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31日前。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申请人提交申请后，相关部

门将尽快完成资料审核，再逐套

进行电话回访或上门实地核验，

通过后发放补贴。当前，县建设

局已开通政策咨询热线，热线电

话为 86930206，将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为群众提供指导服务。

“本政策旨在提升居民生活

品质，推动绿色家居消费，助力老

旧小区焕新升级，欢迎符合条件

的居民踊跃参与！”县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县也将不

断优化补贴申领服务，让惠民政策

成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推动

城市居住环境全面提升，实现更高

质量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

记者 余佳

通讯员 周乐乐

本报讯 小微站点“精准化”

溯源、科技装备“地毯式”排查、智

管系统“全天候”研判……近年来

我县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

术为抓手，以“全周期监管”为理

念，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筑牢“防”的堤

坝，重拳出击守护“新昌蓝”。

昨日，一架无人机略过田野，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新昌分局的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巡田”工作。无

人机时而飞行巡逻，时而盘旋取

证，每当监控画面中出现秸秆焚

烧现象时，工作人员便可轻松进

行定位，拍照留证上传信息，并将

相关情况交办给乡镇（街道）或执

法人员，方便他们即刻前往处

置。“从发现焚烧点位，到工作人

员前往处置，过程往往不超过 30

分钟，极大提高了管控效率，让秸

秆焚烧现象得到有效监管。”市生

态环境新昌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无人机具有机动性好、视野范

围广的优势，有效弥补了人力巡

查的不足，“人防+技防”织密大气

环境质量监管“蓝天防线”。

在建工地是否存在扬尘污

染？重点污染源企业是否在进行

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过去监测

大气污染物都需要工作人员逐个

到达相关点位，再现场取样、现场

检测数据。如今借助大气环境走

航监测车，就能实现快速、精准巡

查。走航车主要用于环境空气中

挥发性有机物的走航监测工作，

能够快速了解行驶区域污染物分

布情况，全面掌握区域污染特征

和污染变化情况。“我们不定期进

行走航，监测的主要污染源是

PM2.5和VOCs。一旦发现异常数

值，立刻进行排查，并联系相关部

门。”市生态环境局新昌分局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道，为强化执法

装备技术应用能力建设，新昌分

局定期组织开展走航车、无人机

操作专项培训，常态化开展“走航

车+无人机”空地双向巡查，地毯

式排查重点区域扬尘、工业企业

等主要污染源。今年以来，新增

大气走航监测车 1 辆，开展走航

50余次，巡查交办问题40余起。

同时，我县利用高清探头、联

网监控等技术，开展大气污染监

管小微站点建设，进一步完善县

域空气质量检测网络，提升精细

化管控水平，为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装上智慧的“眼睛”。今年 3月

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新昌分局联

合县大数据中心、公安局等部

门，建设完成一期空气质量监测

小微站点 10个，并结合省控站点

空气质量数据，精准分析PM2.5数

据变化趋势，针对高值区域，通

过巡查抽查精准追溯污染源头，

截至目前，巡查发现并处置问题

30余个。

此外，我县还持续健全“监测

预警—分析研判—闭环处置”智

慧监管机制，以网格精细化治理

为基础，依托高空瞭望、“绍兴蓝

天”等在线监测平台，实现扬尘、

焚烧等重点领域全时段实时数据

监测，科学提高监管效能。强化

数据分析研判，整合省级、乡镇等

不同层级空气质量站点数据，开

展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制定针对

性靶向措施，今年以来，我县共开

展分析研判310余次，下发各类警

示单、交办单20余份。

下一步，我县还将加快大气

颗粒物组分监测站建设，用好用

活现代化科技资源和管理平台，

持续提高精准分析、精细治污能

力水平，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不断

改善。
记者 张佳妮 梁凯凯

本报讯 近日，《全价宠物

（犬）食品营养指南》和《全价宠

物（猫）食品营养指南》研讨会在

天姥实验室召开，与会专家围绕

团体标准文本，对核心营养指

标、科学依据、关键技术参数、测

定方法以及膳食纤维标准设定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积极推

进项目的下一阶段工作。

2023年 6月，中国饲料工业

协会公布了 2023年第二批团体

标准立项项目，由浙江大学牵头

的《全价宠物（犬）食品营养指

南》和《全价宠物（猫）食品营养

指南》双双入选，标志着我国在

宠物食品营养标准建设方面迈

出了关键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

选址于浙江大学新昌联合创新

中心（天姥实验室），该中心由浙

江大学与县人民政府联合打造，

聚焦动物营养、智能制造与县域

创新发展。中心生物饲料团队

设有宠物营养与健康研究方向，

为本次标准制定提供了研究支

撑与平台保障，也体现了我县在

推动宠物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快速

发展，消费者对宠物食品品质的

关注持续上升。然而，当前市场

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科学性不

足，给宠物健康及消费者选择带

来挑战。为此，中国饲料工业协

会决定推动营养指南的制定，旨

在规范行业发展，提升产品营养

科学水平，保障宠物健康与消费

者权益。标准制定工作自项目启

动以来，团队成员广泛调研国内

外相关文献与法规，深入分析我

国宠物食品市场现状与宠物营养

需求发展趋势，并参考国际主流

标准体系，同时与全球宠物食品

联盟（GAPFA）的国际专家开展了

深入交流与技术研讨，积极吸收

国际先进的营养理念与科学共

识，为标准内容的国际接轨与科

学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

础上，系统构建了《全价宠物（犬、

猫）食品营养指南》的整体框架。

天姥实验室生物饲料团队

负责人、《全价宠物食品营养指

南》标准制定的牵头人余东游表

示，该营养指南的制定将为我国

宠物食品企业提供科学、统一、

权威的营养配方参考依据，推动

产品营养设计向更加精准化、科

学化发展。同时，这一标准的出

台将有力促进我国宠物食品行

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进程，进一

步提升整体行业的技术水平与

国际竞争力。

未来，浙江大学新昌联合创

新中心将继续打造高质量研发

平台，聚焦宠物营养与健康领

域，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

化，为宠物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记者 唐景飒 马帅东

通讯员 梁畅兴

本报讯 4月15日上午，2025
年科技助力农业低空启航仪式

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

能农业，无人机引领未来”为主

题，集中展示了无人机在茶园管

理、物资运输以及植保作业等农

业场景中的应用成果，进一步实

现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活动现场，县茶保姆现代化

农事服务中心与浙江极目机器人

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

中心作为全国首个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已构建覆盖全县15.3万

亩茶园的网格化服务体系，集成

数字化指挥调度、农机共享、土壤

检测等8大功能模块。县茶保姆

中心负责人程晓林表示：“传统人

工病虫害防治每人每日最多作业

5亩，无人机日作业量可达500至

600亩，劳动力成本降低超50%。”

针对我县山地丘陵茶园地

貌，极目无人机展示了肥料播

撒、物资吊运及极限避障功能。

浙江极目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吴

富钧介绍：“‘六视融合感知系统’

与‘常温双风弥雾喷洒系统’可支

持无人机贴地飞行，精准施药，穿

透茶树灌层内部，使药液附着叶

片背面，显著提升防治效果。”

近年来，我县聚焦“农业双

强”行动，大力探索农业低空经

济，为传统农业注入“新质生产

力”。低空经济在茶园、粮油等防

治病虫害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

全县无人机植保覆盖面积达15万

亩次，每年可节约农业生产成本近

300万元。为了加大植保无人机的

应用范围，我县不断加强购机补贴

力度，于2018年首次将无人机购

置补贴纳入乡村振兴政策，在国

家、省确定的购机补贴基础上，再

给予购置设备款10%的补助，系全

市最高。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

类植保无人机50余架，从事社会

化作业服务主体 8家，从业人员

50余人，常年作业服务面积达18
万亩以上，实现经营服务收入超

200万元。

未来，我县将聚焦无人机农

业全产业链布局，以无人机服务

农业生产、农村物流、乡村治理

为切口，积极构建“低空+农业农

村”服务场景，探索对无人机维

修、技术升级等环节给予专项补

贴，争取降低农业主体运营成本

20%以上。在粮油、茶叶领域推

广“无人机播种+变量施肥+智

能植保”全程化服务，探索水稻

无人机直播技术，力争三年内实

现低空技术覆盖 30%耕地，试点

“无人机运输网”，积极开辟回山

高山蔬菜、沙溪蔡峰米等农产品

城乡空中配送模式，畅通乡村农

产品出村进城通道，积极探索我

县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旧房焕新颜 补贴惠万家
2025年新昌县旧房装修和厨卫改造补贴工作全面启动

环境“智”理守护蓝天
我县以科技赋能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水平

日前，羽林街道新旺村樱桃

采摘基地，一颗颗红玛瑙般的

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据悉，今

年本地樱桃的最佳采摘期预计

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之间。

（记者 唐景飒 马帅东 摄）

樱桃满枝头
采摘正当时

天姥实验室生物饲料团队
给 宠 物 食 品 定 标 准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2025年科技助力农业低空启航仪式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