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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以来，舟山定海区借助专

业力量接轨联合国人居署，制定了“净零

碳”乡村十项导则，确立“1 个机制+9 大

路径”的“净零碳”乡村建设路线图，打造

了新建、马岙村等以“零碳”撬动生态共

富的示范村庄，走出了一条绿色实践富

乡村的海岛新路径。2022 年，定海区将

对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港

城标杆的新目标，扬长板补短板，力争将

“净零碳”乡村的更多美好愿景通过实践

转化为现实，努力打造海岛农村的共富

新样板。

一是找准路径，以“净零碳”为农业产

业升级提供更强动力。遵循“净零碳”导

则路径，分析制定定海“能源-水-食物”

的闭环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推动海岛低碳

农业发展，全力推动生态农场建设。以全

市首家数字化万头牧场（华晟牧场）典型

示范，建设低碳领域现代化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区。结合“肥药两制”试点县创建，在

创新绿色技术、生物用药技术等方面下功

夫，加快完成以“碳盘查”为核心的农业

“碳管家”数字化场景，推动“双碳”政策在

农业领域落地。积极推动新青农、怡然等

5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开展低碳农场建设，

探索产业循环、林下经济、智能物联等新

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

经济体系，激活生态资产价值。

二是统筹融合，以“净零碳”为美丽经

济发展激发更强活力。立足共同富裕这

一根本，在减碳的同时将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放在首要位置，探索在“净零碳”背景下

产业的再融合。以“净零碳”为主题，大力

发展农旅融合产业。重点打造怡然、和盛

等一批集种植、采摘、科普体验、休闲游

乐、技术推广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果蔬基

地，并就农场生产产品开展碳标签试点，

延伸低碳教育产业链，实现特色休闲旅游

与传统种植业的高效融合。利用财政竞

争性立项机制，全面渗透“净零碳”理念，

优先提升改造“欢喜烟墩”“双桥人家”“黄

沙秘境”等乡村休闲平台，打造更多元、辐

射群体更广泛的多功能可持续发展教育

基地和休闲运动产业，实现乡村旅游低碳

化。

三是精准聚焦，以“净零碳”为美丽乡

村发展厚积更多潜力。聚焦低碳视角下

乡村空间环境的整体提升更新，将“净零

碳”持续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以未来乡村

试点村建设为典型示范，以具体项目为抓

手，结合美丽乡村基础优势和个性优势，

在乡村固废资源化、产业循环、水循环、新

能源垃圾处理等领域重点实施15个项目，

完成旅游驿站、生态停车场、乡村美术馆、

农贸市场等一批“零碳型”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建筑光伏在乡村合理利用，全面

降低乡村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打造

具有特色的低碳场景，走出一条以“净零

碳”为引领的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

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定海：探索“零碳”新实践 探寻共富新样板

玉环市高度重视渔业安全工作，构建

“技防、物防、人防”为核心的渔业安全生

产体系，有效遏制了渔业重大事故发生，

保障了海上渔船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已

连续两年保持渔业安全生产“零事故”，再

次荣膺“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2022年，

玉环将以“春雷”行动为抓手，深度挖掘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

的不利因素和管理上的缺陷”中的痛点

难点问题，践行新安全发展理念，重塑

“技、物、人”安全生产体系，探索渔业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积极营造平安稳定海上

环境。

一是以“技”促“智”，升级数字渔业管

控平台。依托渔船近岸动态监管视频系

统、渔船精密智控船上动态监控、沿海渔

港无人机巡查，构建三维立体监控模式，

实现渔船作业场景实时可见，全方位掌握

渔船船员动态。依托小型船舶智慧监管

平台，通过每艘纳规船舶上小型渔船船端

太阳能便携式AIS终端设备，实时获取船

舶的位置信息，打造“一中心九站”新型纳

规渔船管理模式，对纳归小型船舶动向实

现实时有效监控，对全市非审批存量船舶

做到家底清、情况明、管得住、制度全。

二是以“物”强“基”，提档渔业安全生

产硬件。针对玉环渔港抵御超强台风基

础设施薄弱这一短板，继续筹划玉环市坎

门中心渔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拟在坎门

南排山与外黄门山之间修建防波堤，在强

台风乃至超强台风来袭时，可满足1600艘

渔船同时锚泊避风，从根本上解决浙南地

区渔船避风难问题。在省定渔船通讯设

备配置补助的基础上，适当调高补助标

准，扩大配备范围，确保24米以下渔船卫

星电话全覆盖，并组织设备使用培训，进

一步推进海陆互联，确保救援求助、指令

下达等沟通顺畅。

三是以“人”管“治”，强化渔业安全执

法监管。针对渔船寒潮、台风、伏休返港

结束复工节点，采取“1+2+1”编组检查方

式，即“1名中层执法干部+2名执法队员+

1名船检人员”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针对隐患问题建立清单、分类整治、限

期销号，以“整改不到位不放行、整改不主

动严处理”的铁腕态度严治“船的不适航

状态”。联合乡镇（街道）和涉海涉渔相关

部门纵深推进干部“进渔区、下渔村、上渔

船”行动，强化干部与渔船联络沟通，建立

“乡镇+”综合管理模式，进一步扩大渔船

安全执法检查队伍，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

任。

玉环：重塑安全生产体系 营造平安海上环境

近年来，青田县委、县政府以实现共同

富裕为目标，立足侨乡实际，深入实施“两

进两回”行动，以“乡贤+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乡贤+帮扶”带动村级集体增收、“乡

贤+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累计签约乡

贤回归项目52个，投资额达110亿元，促成

102个海外侨团结对103个行政村，全力打

造乡村振兴县域样板。2022年，青田将紧

跟省里提出的“数字赋能、变革重塑”工作

要求，凝聚侨乡特色乡贤力量，全力打造高

质量共同富裕的“世界青田”。

一是重视联心联谊，打好“乡情牌”。

依托世界青田人联谊总会、乡贤联谊会等

联谊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内引外联，激

活本地乡贤，引回外出乡贤，留住外来乡

贤。持续开展好“世界青田人大会”“侨博

会”等特色活动，让在外乡贤充分了解青

田发展实际，动员其为家乡发展献计出

力。扎实推进乡贤文化的阵地建设，探索

设立本地古贤、今贤、新贤事迹名录，建设

乡贤会客厅、乡贤联络站，为乡贤回乡提

供交流场所。大力推广“乡贤贷”“乡贤

卡”等做法，积极探索出台激励乡贤回乡

创业、安居、融资、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妥然解决回归乡贤及其直系亲属

的社保、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需求，切实

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为乡贤提供便利。

二是突出以贤招商，打好“回归牌”。

进一步完善“浙统云”数据平台建设，完善

乡贤应用场景。分类分层做好乡贤信息

采集和数据梳理，构建“线上+线下”乡贤

人士数据库和人才资源分布图，建立乡贤

人才大数据分级分类清单管理制度，做到

底数清晰、数据详实、实时更新。扎实开

展“乡贤回归”“千名乡贤助百村”等工程，

重点围绕农业产业发展、新时代美丽乡村

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等领域，梳理设

立乡贤回归兴业精品项目库，为乡贤返乡

创业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对乡贤回归

重大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开辟绿色通

道，积极落实“店小二”服务模式，努力掀

起回归兴业大热潮。

三是发挥乡贤作用，打好“治理牌”。

探索乡镇（街道）、村主导的“乡贤+人代会”

“乡贤+村两委”的基层民主协商渠道和基

层治理体系建设，在事关乡村振兴的大事

要事上，充分发挥乡贤在知识、技术、文化、

人脉、视野、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探索乡贤

担任“名誉村官”“挂职村官”，引导乡贤建

言献策、贡献力量。在调解基层矛盾纠纷、

历史遗留难题等问题上，发挥乡贤“老娘

舅”作用，推广“乡贤+人民调解”模式，参与

矛盾纠纷化解。在乡风文明上，引导乡贤

带头参与乡村公益行动、乡风文明宣传、乡

村文化建设、乡村生态保护等活动，成为乡

风文明的宣传者、践行者、示范者。

青田：凝聚乡贤力量 建设“世界青田”

长兴小浦镇聚焦强村富民，大胆改革

创新，有效推动了镇村经济繁荣发展，农

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特别是

2019年，小浦镇以八都岕古银杏长廊景区

建设为契机，探索村级片区组团发展新模

式，岕内五村成立全国首家经济联合总

社，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

培育打造岕内多途径共建共享新优势。

截至目前，八都岕片区累计实施各类农文

旅项目12个，吸引投资超2.8亿元，带动就

业近 6000 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25%以上，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

770万元，实现了小山岕变大花园、银杏树

变“杏福树”、薄弱村变富裕村的美丽蝶

变。2022年，八都岕五村将围绕构建村域

共建共治共享共富的新目标，具体抓好四

方面工作。

一是立足飞地抱团，向项目要效益。

坚持“组织+制度”，突出党建引领带头干，

鼓励多村抱团、飞地发展，让致富路子多

起来。在前期开发的“银杏谷漂流”“观光

小火车”等联合抱团项目成为网红打卡点

基础上，继续发挥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作

为项目投资主体的引领作用，以发展中高

端旅游经济为主，助推共同富裕。年内计

划投资 3500 万元，打造飞地联建厂房项

目，进一步夯实五村增收基础。

二是加速改革活权，向资源要效益。

坚持“资源+合作”，立足农村综合改革集

成建设试点工作，盘活现有资源，强化资

本合作，让闲置资产活起来。继续开展农

村“三权”改革，推进宅基地盘活利用，支

持农户以出租、合作开发等方式，利用自

有宅基地和农房参与乡村旅游产业等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年内计划通过收购及

流转古宅、闲置农房等10幢以上，新实施

特色民宿或主题文创馆等项目5个以上，

预计新增收益超150万元。

三是激活乡愁传承，向文化要效益。

坚持“乡愁+旅游”，深入实施岕里文化基

因解码工程，实现资源整合、串珠成链，以

“文化热”带动“经济热”，让传统文化热起

来。围绕岕内自然生态文化、历史民俗文

化特色、古典诗词文化底蕴、特色传统美

食等，将传统单一的观光游升级为体验农

耕文化、乡村生活深度游。年内完成岕里

婚庆民俗博物馆、方岩古戏台等建设，预

计带来旅游净收入100万元以上。

四是探索智慧赋能，向管理要效益。

坚持“数字+自治”，整合现有数字化治理

手段，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岕里村

民公约、诚信档案、户主大会等做法持续

深化，进一步实现乡村治理组织与机制创

新，让基层治理活起来。重点围绕智慧乡

村数字化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将雪亮工

程、智慧监控、互联互通、垃圾智能分类等

科技手段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建立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和各个村居的

“1+3+N”综合治理机制，全力实现数字治

理“片区联动、一体化管理”。

长兴小浦镇：五村合建联合社 共建区域共富区

2022年，我们变革重塑启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