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慧虹来稿说，近

日，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

究中心发布《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

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报

告显示，城乡居民数字素

养差距达 37.5%，农民数

字素养得分显著低于其

他职业类型群体。

农民群体“数字素

养”如何，不仅关系到他

们日常生活的便捷实惠，

更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

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的如期实现。目前来

看，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不

小的“数字素养”鸿沟。

“数字素养”主要涉

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使

用者应具备熟练的数字

操作技能；另一方面，使

用者还应具备较高的数

字安全意识。然而，当前

乡村数字建设存在着“两

多两少”的问题：一是组

织开展电商、农技等方面

的实用培训多，而面向农

村宣传讲解数字安全方

面的知识少；二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的投入多，针对农村地区、农民

群体研发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电脑软

件、手机APP少。这种状况，亟待改

变。

鉴于此，笔者认为，提升农民“数

字素养”，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

各地政府要统筹制定农村“数字素

养”提升行动规划，鼓励研究机构、企

业等多方参与，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各涉农

机构在组织开展农技培训时，应当注

重内容的多元化，除了电脑、手机及

网络知识的运用之外，还须补上“数

字安全”方面的“短板”。而作为相关

的软件开发企业，也要着眼大局，兼

顾农村、农民所需，多开发一些让更

多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应用软

件，使之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提升技能

水平，逐渐增强“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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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 全员发力
彰显“三农”窗口奋进形象

加强巡查保安全。突出重大动物

疫情防控，建立工作日巡查制度，充分

利用屠宰场驻场检疫人员和动物卫生

监督分所工作人员力量，督促企业做

好屠宰、加工、运输各环节的疫情防控

工作，积极开展花鸟市场、农贸市场、

养殖场等地巡查，努力保障畜禽生产

安全。

精准服务助春耕。成立驻企服务

员队伍，为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争取到中央再贷款专项资金1.7亿

元，保障保供企业正常运转。以实施

“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扩大帮扶覆盖面和帮扶精准度，建

立“1+N”百联服务机制，通过 1 名干

部联系N个农业主体的方式，形成帮

扶结对 208 个，常态化帮扶指导农业

主体生产经营。创新推出粮食委托飞

防、水果生产“云课堂”、蔬菜销售“邮

乐购”等服务项目，实现春耕生产正常

有序、不误农时。

专班发力强供给。以稳农业为目

标，构建“1+5+3”（1个办公室+5个工

作组+3个专职组）专班工作体系，分

设粮食增产保供、生猪增产保供、数字

“三农”、渔业安全生产、低收入农户增

收 5 个子专班，齐心协力抓好粮食生

产保供；实施青莲数智循环农业公园

10 万头猪场项目，建成国内一流、世

界领先的生猪规模养殖标杆场。去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33.95万亩，

同比增长 1.6%；生猪存栏 5.17 万头，

同比增长109.7%。

集群成链 转型提质
谱写阡陌桑田产业升级华章

市场引领调结构。按照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传统产业脱壳升级、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的目标，海盐县紧跟市场

需求导向，发展稻虾、水果、畜禽等产

业，逐步形成“粮食优、水果强、稻虾兴，

蔬菜、畜禽、渔业深度转型”的产业发

展格局。重点发展稻虾产业，打造杭

州湾稻虾产业重要基地，加快推进仓

容2.5万吨“通六”粮库、年产5万吨以

上优质稻米加工项目建设，建立全省

首个稻虾交易市场，举办全省首个稻

田龙虾美食文化节，进一步打响海盐

稻虾发展品牌，建成百亩以上稻虾示

范基地50个，亩均效益较传统种粮高

2580 元，力争到2025 年发展规模至5

万亩、产值达5亿元。定位打造水果亩

产3万元黄金产业，推广“阳光玫瑰”葡

萄、“红美人”柑橘等优质水果，“海盐葡

萄”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突出招商全链条。海盐县以工业

的理念抓农业，全面开展农业招商，建

立农业招商专职队伍，以央企、全国

500 强民营企业、上市农业龙头企业

等关联企业为招商主攻方向，建立现

代农业优质项目推荐库，依托农业经

济开发区，全力招引现代种养业、农

产品初（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田园

综合体等项目，加速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800余家，打造全国生猪一二三产融

合典范——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培育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万好模

式”，带动周边3.2万余农户开展蔬菜

种植。去年以来，全县签约重大农业

项目21个，全省首个现代农业技术服

务平台项目落户海盐，将打造成为粮

食生产MAP模式的典范。

注重创新强驱动。海盐县积极推

进数字“三农”建设，推广农业物联网

示范项目，以数字化驱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葡萄种植数字化覆盖面达

56.1% ，水 稻 耕 种 收 机 械 化 率 达

85.9%。大力推进农业开发区建设，配

套出台资金、项目、人才、土地指标扶

持政策，谋划实施现代农业科创绿谷、

数字农创园、农产品加工园、郊野公园

等项目，加快培育成为现代农业的示

范区、智慧农业的展示区、农创培育的

试验区和农耕文化的体验区；开展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省级特色农业强镇

等市级以上平台创建5个。着力挖掘

农业功能，坚持农业绿色发展，大力推

进“肥药两制”改革，探索“农业+旅

游+文化”模式，打造“五味村”“猪猪

星球”“羊羊乐园”等农旅融合基地，农

村六次产业融合日益增强。积极开展

产业扶贫，依托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制

定低收入农户增收计划，通过植入产

业、社工、资金，打造农业帮扶基地。

截至去年底，已建立首批农业帮扶基

地9个，帮扶低收入农户309户，帮扶

低收入农户实现总收益95.88万元，户

均增收约3100元。

全域整治 改革驱动
塑造诗画江南乡村品质生活

提档建设美丽乡村。全域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召开农村人居环境

现场会，建立约谈通报扣分制度，常态

化推进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再整治、再

提升。匠心打造美丽乡村，践行精品

意识，编制《海盐县田野牧歌·农耕线

建设规划》，逐个逐点雕琢勾勒，建设

升级版美丽乡村 4 个；积极开展最美

田园创建，努力使广袤田园变身美丽

风景，建成美丽田园面积3500亩。加

快美丽经济转化，将美丽经济培育转

化纳入县委县政府十五项中心工作之

一，加以推进，重点打造“绿野仙踪”美

丽乡村品牌，组建县镇乡村旅游发展

公司，形成“县级公司组团统一营销、

镇级公司点上有效运营、市场导向稳

步有序推进”的运营总体架构。打造

了“丰义寻趣”“雪水春早”“丰山丝竹”

等一批特色美丽乡村旅游点，永兴村

获得“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奖”“两

美浙江特色体验地”，紫金山村获评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金星村、丰义

村入选“嘉兴市十大美丽村落”。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为全国第

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海盐县坚持敢

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主动探索，先行先

试，去年入选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全国试点，海盐县“三宜”

农村未来社区建设项目获列2020年度

浙江省农村综合改革集成项目。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全

托管机制或收储机制，由市场主体或

政府收储公司统一运营，整村整片流

转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

一调配，提升流转经营效益。深化农

业“亩均论英雄”改革，完善“亩产效益”

综合评价办法，定期开展经营主体绩

效评价，引导流转经营“腾龙换鸟”。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制定《海盐县农户

小额普惠贷款工作方案》，至去年底，

完成全县6.35万户农户“基础额度8万

元+增信”的授信，授信农户覆盖率和

行政村推广覆盖率均达到100%。

加快壮大村级经济。规范农村

“三资”管理，完善农村“三资”管理预

警平台，村级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十年“零信访”，打造群众认可的

村级财务管理样板》获评全国“新时代

清廉乡村建设与治理现代化”十大优

秀案例奖。以抱团造血村级“三资”，

规范提升县级村抱团项目 3 个，实施

镇域村抱团项目 4 个，实现村年经常

性收入 100 万元以上、村年经营性收

入20万元以上全覆盖。

作者系海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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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农”形象 增产业动能 塑品质生活

争当“重要窗口”农业农村精彩板块建设者展示者

□金胜华

“369”行动是我省“三农”工作的主抓

手和主攻点。去年以来，海盐县坚决贯彻

落实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

战疫情抓生产，壮产业促增收，提品质强发

展，聚焦聚力争当“重要窗口”农业农村精

彩板块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展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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