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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结对帮扶团组长会议召开

合力推动山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2

投资千万元的柑橘数字化分选线
在临海启用

1 月 5 日，湖

州市兰鑫花卉有

限公司智能化温

控大棚内，40 多

种蝴蝶兰竞相开

放，进入销售旺

季。该公司在科

技人员助力下，

发展高效花卉产

业，实现产销、观

光一体化经营，

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助力乡村振

兴。陆一平 摄

““鲜花经济鲜花经济””
助乡村振兴助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月6日上午，省级结对帮扶团

组长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

会精神，总结交流 2021 年结对帮扶工作情

况，研究2022年新型帮共体建设思路并部署

相关工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王通林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省新型帮共

体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自2021年7月创新构

建新型帮共体以来，我省各帮扶团组聚焦持

续缩小三大差距，认真履行帮扶工作职责，

注重发挥部门资源和职能优势，精准谋划

“一县一策”帮扶举措，在项目招引、山海协

作、转移支付等多方面持续发力，帮扶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会议指出，接续推进结对帮扶工作要创

新思路、变革重塑，持续深化新型帮共体工作

体系。要自觉聚焦到新形势大场景中，锚定

标志性、突破性、开创性重大成果的要求，充

分认识山区新形势，把握帮扶新特点，谋划

帮扶新举措，合力推动山区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落下。要加快

重塑帮扶机制，进一步拓宽帮扶内容、拓展帮

扶职责、创新帮扶手段，建立健全适应帮共体

建设需要的产业“造血”帮扶机制、“一组派驻、

单位压上”运行机制和数字化帮扶机制；要加

快转变帮扶重心，在团组帮扶上要突出县域，

在专项帮扶上要突出精准，实行好“26 个团

组+13个专项”双轨并行模式；要加快集成帮

扶力量，注重凝聚民营企业、群团组织和社会

群体帮扶力量等；要加快适应帮扶角色，加强

“条块结合”“联动贯通”，有统有分、统分结合。

会议强调，要双向驱动、互促共进，迭代

优化新型帮共体争先机制。要实施“双向赛

马”考评，同步提升帮扶支援方和受援方责

任意识、担当意识，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内外

互补的工作合力；要按照“跳一跳够得着”的

要求，编制好年度帮扶重点清单，举各方之

力落实好重点工作任务，确保取得实效；要

做好结对帮扶宣传，宣传好帮扶制度成果、

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展示好山区26县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成就，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审计厅、省国资

委、省科技厅、省工商联、杭州市人民政府等

6个单位介绍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省级结

对帮扶团组长单位、重点专项帮扶任务牵头

单位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 月

5 日，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召开扩大会

议，贯彻落实省委

常委会会议等有关

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今年全省三农重

点工作任务。省农

业 农 村 厅 党 组 书

记、厅长王通林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刚

刚召开的省委常委

会会议，为我们谋

划新一年全省三农

重点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要立足当前三农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局面，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牢牢把握

稳 中 求 进 的 总 基

调，按照“主动想、

重点干、出经验”的

要求，抓紧谋划好

今年三农工作思路

举措，统筹抓好三

农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努力推动全省

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创出新业绩，以实际

行动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

维护”的示范引领者，以高分答卷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抓好新一年三农工作，要突

出“主动想”，牢牢把握当前全省三农发展面

临的主要矛盾和新发展趋向，坚持围绕全

局、高位谋划，跳出三农、超前谋划，聚焦重

点、创新谋划，进一步强化历史思维，力争抢

先一步、快人一步，在主动谋划中赢得先机，

争创一批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新的金字招

牌。要突出“重点干”，围绕农业、农村、农民

三条“跑道”，找准切口、改进方法、明晰责

任、重点突破，认真梳理分解全年重点工作

任务，迭代升级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

动，力争把各项重点工作抓出特色、抓出品

牌、抓出亮点。要突出“出经验”，继续厚植

浙江三农发展新优势，努力拉高标杆、争先

创优、汲取经验、提高能力，重塑以结果为导

向、以业绩论英雄的考核体系和用人导向，

及时总结提炼宣传好各项硬核成果，加快建

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奋力开创乡村振

兴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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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交出《浙江省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下称《规划》）“期中

成绩单”。

2021年12月31日，省发改委、省乡村振

兴局召开《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期评

估》媒体吹风会。我省于2018年开始组织编

制并实施《规划》，计划于2022年全面实现规

划目标。本次评估期限为 2018 年至 2020

年。评估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规划》中期

目标完成良好，党建统领效应持续释放，制

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建成了一批

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乡村振兴示范县，“千

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成为全

国唯一省部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为2022年

全面实现规划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提出的“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5个方面、35项指标中，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比

等17项指标提前完成2022年规划目标。

在《规划》中，我省提出围绕乡村振兴实

施十二大标志性工程，成为全面提升三农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工程以

来，我省已成功创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15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并同步

启动创建省级示范园 80 个，为农村三产融

合、培育产业新动能搭建平台。”省发改委副

主任张曙明说。

十二大标志性工程的实践成果已在浙江

遍地开花。据了解，目前各标志性工程推进

情况总体良好，不少已成效显著，亮点纷呈。

在《规划》落实过程中，我省坚决守住

300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红线，“这也是接

下来我们必须秉承的原则。”张曙明说。

浙江正不遗余力推进粮食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新品种自主培育和示范推广。

据统计，2021年，浙江共有49个粮食作

物新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发布“甬优1540”等

水稻粮食主导品种 34 个，良种覆盖率达

98%。

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浙

江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省已完成粮食

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112.57万亩。

与此同时，整治后地块优先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进一步完善“田、水、路、林、电”等基础

设施配套，切实增强农田稳产高产、旱涝保

收能力。截至2021年12月底，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102.29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农田17.37万

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眼下，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正是浙江推

动乡村振兴工作的亮点。

目前，“浙江乡村大脑”的三农数据仓已

归集三农数据12.93亿条，建立三农地理信息

图层62张。其中，“浙农码”为全省涉农领域

人、物、组织建立了统一数字身份，累计赋码用

码量超1200万次，日均用码量10万次。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利江表示，我省

将着力发展乡村产业，实施科技强农、机械

强农“双强”行动，构建“三位一体”服务体

系，统筹推进百条十亿级农业全产业链创

建、十万农创客培育和乡村产业“一县一平

台”建设，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我们还将重点支持山区 26 县乡村振

兴，推动山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深入推进

乡村集成改革，加强资源要素保障，有力支

撑乡村振兴。”张曙明表示。

王世琪 来逸晨

浙江交出乡村振兴“期中成绩单”
近半数指标提前完成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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