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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义县新宅镇

安凤村报纸收藏迷周志

贵（大图中手持报纸者）

向游客介绍他珍藏的老

报纸。安凤村位于武义

县 南 部 山 区 ，海 拔 965

米。周志贵怀着对党的

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收

藏了1949年以来各类党

政军报刊1万多份，并腾

出自家 200 多平方米老

屋建起山村老报馆，供大

家参观学习。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新闻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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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

举办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4届全体

大会上，我省安吉余村从75个国家的170

个申请乡村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批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

单。

余村隶属安吉县天荒坪镇，这里曾经

粉尘飞扬、贫穷落后，人们渴望着富裕，却

徘徊在发展与生态不可兼得的困境里。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来到这里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这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山村开始美丽蝶变。如今，安吉

余村的故事，已经为世人熟知、传颂。

此次入选，让余村得以进入“世界最

佳旅游乡村”交流平台，并获得联合国旅

游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在乡村旅游发展上

的支持，将极大地提高浙江乡村旅游的国

际影响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在通知信中写

道：“这一创举将会推动旅游助力乡村地

区发展、增进乡村群众福祉，同时提升和

保护乡村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和文化多

样性、价值观念和特色活动。”

成功入选的余村申请理由包括：旅游

成为余村乡村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乡村旅游成为共同富裕和社会发

展的推动力，以及余村实现旅游发展和生

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推动环境可持续发

展。

2020 年，余村实现 GDP 近 1 亿元，其

中七成来自旅游业。景区、度假村、民宿

（农家乐）、漂流、旅游商品成为乡村收入

的重要来源。加盟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目的地网络后，余村将规划启动《美丽余

村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方案》，采用

“1+1+4”的村庄抱团发展模式，计划投资

8.39亿元，建立未来智慧旅游和智慧农业

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大幅度提升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竞争力。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以“全域大景区、

全省大花园”为发展目标，以万村千镇百

城景区化、高品质景区打造等为抓手，不

断实现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转

型。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有47个村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总数居全国第一。

李娇俨 李世超

安吉余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11月24日，晨光熹微，玉环市干江镇下礁门海

湾，错落有致的“海上菜园”，在晨光渲染下，构成一

幅美不胜收的冬耕图。近年来，当地海洋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浅海滩涂紫菜养殖成了村民的致富渠

道。 吴达夫 摄

“海上菜园”迎日出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公布全国农业全

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建设名单的通知》，确认31

个全产业链重点链、63个全产业链典型县开展建

设。我省生猪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庆元县食用菌全

产业链典型县、仙居县杨梅全产业链典型县上榜。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生猪全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截至2020 年，全省生猪全产业链累计产值

约1702.8亿元，其中生猪养殖产值为297.54亿元，

猪肉加工产值957.46亿元，基本形成了饲料兽药、

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和品牌连锁经营等生猪全产

业链条，培育出了华统、青莲、金字、联合康康、华

腾等一批知名企业。

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发源地，以香菇为

主的食用菌产业是该县的传统支柱产业。目前，

该县食用菌一产产值 5.8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1.9%，形成了涵盖食用菌种植、加工、流通、休闲、

机械、原辅材料等的食用菌全产业链。

仙居是中国杨梅之乡，也是我省杨梅种植面

积最大的区域。2021年，全县杨梅种植面积14万

亩，占全省的 10%；产量 10.7 万吨，鲜果产值 10.1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61亿元，高于该县农

业（一产）总产值，形成集约化加工、网络化服务、

品牌化营销、休闲观光、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发展格

局。 哲农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决定开设全国渔

业安全应急中心，开通全国统一的渔业安全应急

值守电话“95166”，推广应用全国渔业安全事故直

报系统（简称“一网一号一中心”），自2022年1月1

日零时起，在农业农村部和沿海省份同步启用。

启用“一网一号一中心”是打通渔民海上救援

生命线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建设内容，将直报系统

“一张网”、应急热线“一个号”、中枢机构“一中心”

作为神经脉络，打造全国“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应

急体系，提高险情事故处置效率，提升渔业公共服

务能力，切实解决渔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一网一号一中心”正式启用后，渔民可通过

卫星电话、手机等拨打应急热线，也可通过船载

AIS、北斗、应急示位标等设备一键报警，第一时间

报告险情事故，值守人员和附近作业渔船将同步

响应，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时刻守护渔民生命

安全。同时，有利于与海搜、海警等部门协同处置

海上险情事故。 李栋

我省“1链2县”上榜全国农业
全产业链重点链典型县建设名单

全国渔业安全事故直报系统
将于2022年1月1日启用

（上接第1版）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平湖市通

过联合公安、卫健、宣传等部门，制定积分

项目指导菜单，将违法犯罪、卫生户厕、生

活污水直排、庭院环境、垃圾分类、乡风文

明等34项乡村治理重点内容纳入积分考

核，通过公开排名、奖励表彰等形式，“让

高分户更有面子”“让低分户更要面子”，

不断提升村民自治效率。

随时在线
服务百姓的“办事员”

平湖村民为什么这么看重积分，因为

这些积分能带来“真金白银”。

前些年，虽然当地村民参与环境整

治、垃圾分类等活动获得的积分可以兑换

肥皂等日用品，但还是有部分村民觉得受

益不多，参与积极性不高。如今，村民在

“善治宝”中获得的积分可与年底村集体

经济分红挂钩，积分高，年底分红就高，还

可享受贷款优惠，大大提高了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前不久，中华村村民胡

亚良通过“善治贷”贷款30万元，年利率只

需4.35%，比普通贷款低1个百分点，而且

还不用担保抵押。

截至目前，平湖市共为 6.1 万户积分

靠前的农户发放“善治贷”，共授信115.93

亿元，实际用信4642户，用信金额5.33亿

元，户均113.5万元。

“善治宝”不光让村务管理更智能方

便，更补齐了村级服务的短板。得知种

粮补贴可以申领了，平湖萌宝家庭农场

负责人赵旭东打开“善治宝”上的“浙农

补”模块，动动手指，几分钟就完成申

请。“以往我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层层提

交申请，光村委会就要跑好几次。现在

‘善治宝’上都有我农场的资料，所有程

序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上走完。” 赵旭

东对记者说。

同样，通过“家宴中心”模块，村民想

办家宴，可直接通过手机预定；通过“村级

劳务”模块，可知道村里需要哪些点工，直

接用手机报名参加；通过“我村”模块，可

方便查到村干部及水电工联系电话，以备

不时之需；通过“我要监督”模块，可随时

随地拿出手机查看村务情况，发现问题可

以直接通过纪委检查联络站或举报二维

码进行意见反馈……

“‘善治宝’始终以‘服务村民’为小切

口，牵引‘乡村智治’为大目标，通过各村

的需求反馈，不断调整功能模块，同时利

用大数据，精准定位乡村治理的短板和优

势，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绩效。”平湖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平湖已在72个村实现“善治宝”

全覆盖，录入家庭 6.8 万户，注册人数 5.9

万人，月均活跃度达2.8万人次，解决各类

矛盾问题9800多个，成为当地农民日常生

活中的“全能管家”。

（上接第1版）

王通林在交流发言中表示，2022年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深化之年。浙江将聚焦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聚力巩固拓展衔接，以数字化改革引

领乡村振兴，推进三农工作体系变革重塑，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拓展“有效衔接”，推进先富带后富。

紧盯人、村、县发展相对滞后部分，统筹推

进山区26县、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低收

入农户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完善新型帮

共体，建立低收入农户“幸福清单”，推动

帮扶力量、帮扶政策、帮扶成效集成；启动

红色乡村振兴计划，抓好中央彩票公益金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深化“千万工程”，塑造乡村特质风

貌。深化风貌提升，推进乡村微改造，基

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政村全覆盖、

生活污水运行设施标准化运维全覆盖；持

续开展“跟着节气游乡村”活动，扎实做好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推进组团发展，

壮大共同富裕百村联盟，培育一批新时代

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开展未来乡村

试点建设，围绕“一统三化九场景”，加快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聚力“四治融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加强基层党建，推进清廉村居建设，迭代治

理模式，深化“四治融合”；深入推进“县乡一

体、条抓块统”改革，健全基层治理“四平

台”；繁荣乡村文化，深入实施万家文化礼堂

引领工程，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

强化“数字赋能”，推动发展方式变

革。建设一个浙江乡村大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数据归集、信息聚合和功能集成；

谋划建设“浙农促富”“浙农经管”等浙农

系列数字化重大场景，健全精准画像数字

化监测体系，推进“浙农码”低收入农户全

覆盖；实施一批三农新基建，推动乡村水

利、电力、农房等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善治宝”：平湖乡村智治的“全能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