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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9月8日下午，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到厅专班

和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省畜牧总站等

单位检查指导工作，并提前向干部职工送上

中秋祝福。

厅“3+2+1”工作专班，是厅重点工作攻坚

克难的“主战场”。王通林首先来到厅未来乡

村建设专班，观摩未来乡村数字化场景演示，

详细了解未来乡村建设推进情况。他表示，

未来乡村建设要牢牢把握发展方向，按照“一

统三化九场景”建设体系要求，坚持数字化引

领、系统性推进，充分彰显浙江乡村特色。在

渔业安全生产专班，王通林对专班人员近期

日夜坚守岗位做好防台和灾后渔业恢复生产

等工作给予肯定，鼓励大家继续发扬渔业“铁

军”精神，全力守护海上渔业生产安全。他表

示，厅各专班要牢牢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充分

发挥专班精干高效的优势，狠抓落实、创新突

破，努力形成一批硬核成果，交出一份高分

“答卷”。

随后，王通林来到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查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血清

库、理化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实验室管理、运

转等情况，并听取该中心工作汇报。王通林

勉励中心全体人员特别是年轻科研人员，要

始终对标“提供一流动物安全保障和提供一

流监测服务”的目标，牢牢立足科研工作平

台，练好科研真功夫，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水平，为筑牢我省动物疫病防控“防火墙”贡

献力量。

在省畜牧总站，王通林仔细听取该站关

于畜禽保种育种、农机鉴定等方面的工作汇

报。他表示，省畜牧总站要牢牢把握发展机

遇，注重变革重塑，积极担当作为，创新工作

举措，努力创出硬核业绩；要进一步加强队伍

建设，大力培养年轻业务骨干，充分依托高校

和科研机构力量，拓宽业务合作路径，加快育

种科研基地建设，着力加强濒危畜禽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全面打响工作品牌，努力走

在全省乃至全国同行前列。

王通林在厅下属单位检查指导工作时强调

注重变革重塑 创出硬核业绩

□本报记者 杨怡

山与海，赋予浙江城乡摇曳生姿的美，却

也一度成为区域协调发展中横亘着的沟壑。

浙江该如何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先天条件

下，辩证认识自身的资源禀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因地制宜地

提出并推进了“山海协作工程”，为浙江破解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指明了方向。其中，“推动

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

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是

“山海协作工程”的核心所在。

19年来，我省通过山海协作，将补齐山区

26县短板、促进绿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一以贯之，久久为功。2021 年，山

区26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19元，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75亿元，城乡收入比与全省同步

缩小到1：1.94。

而今，我省迈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新征程，如何念好新时代“山海经”，

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陆海统

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格局，成为应有之义。

民之所望
搬迁移居换得生态宜居

在浙江10.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

山区26县土地总面积比重高达45%。由于其

地形多为山地丘陵、区位偏远，许多村庄位于高

山之中，且村与村之间较为分散，这不仅制约了

城镇化脚步，也存在较大的地质风险隐患。

居有所安，民之所望。正因为如此，下山

搬迁成为山区26县推进人口集聚、加快农村

人口城镇化进程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遂昌县柘岱口乡大瓦铺自然村，本是该县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之一。过去，村里124位村

民散居于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生产受

限，生活不便。2019年9月，该县实施“大搬快

聚富民安居”工程。乘着政策的东风，大瓦铺村

成为了遂昌县“大搬快聚”整村搬迁的第一个自

然村，村民们在县里的亭前小区安了家。

“那时候，一天就一班车去县城，来回得

费半天工夫。现在去县城，骑个电动车只要

10分钟，生活上方便了不少。”村民周世洪告

诉记者，现在住的房子有120多平方米，当时

基本没花什么钱。“多亏了政府的补贴和奖励

政策。”周世洪欣喜地说。

原来，丽水市在全面实施“大搬快聚富民

安居”工程的基础上，出台了包括购房、搬迁、

宅基地复垦、整村搬迁等补助和奖励政策，并

着力提升公共配套设施。如今，各个安置小

区的周围，绿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

商业服务等一应俱全。

下山搬迁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也激

活了山区资源的共建共享。

盛夏时节，位于武义县的千丈岩景区，万

亩竹海郁郁葱葱，微风拂过带着丝丝凉爽。

景区内，云端帐篷、7D玻璃桥、玻璃栈道，各种

游玩项目，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

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旅游风景区，正是

泉溪镇董源坑村村民赖林波从小生长的地

方。16年前，赖林波所在的董源坑村因下山

脱贫进行了整村搬迁。2014年，原本已是“空

心村”的董源坑通过企业注资，进行了整体开

发，“老村”自此焕发出全新生机。

现下，当初搬迁下山的村民，不仅住上了

镇里的小高层，不少人还在景区上班。赖林

波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在景区做司机，每月有

4000多元工资，家中抛荒的农田、竹园和闲置

农房出租给了旅游公司，年底还能拿到1万多

元分红。

曾经阻碍发展的绵延大山，已然成了致

富的“聚宝盆”。

村之所长
产业升级谋得村强民富

背靠绿水青山的山区26县，如何找准特

色产业要素，搭建优质平台，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条，是提升发展能级、迈步共同富裕的重要

法门。

常山县素有“中国胡柚之乡”的美称。近

年来，常山县聚焦自身产业特色，依托原有胡柚

产业基础，通过“二产驱动一产，联动三产发展”

的方式，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9月

9 日，记者从在桐

庐召开的全省历

史文化（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十周

年座谈会上获悉，

在全省 2920 个历

史文化（传统）村

落 中 ，已 有 2537

个得到保护利用，

走在全国前列。

10 年 前 ，我

省在全国首开先

河，在省域范围内

启动实施历史文

化（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项目，把它

作为持续深化“千

万工程”、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创

新举措和重要抓

手。10 年来，我

省始终秉持“保护

优先、活态传承”

的 原 则 ，共 实 施

10 批次 432 个历

史文化（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重点

村、2105个一般村

建设，省财政累计

投资 34 亿元，带

动各级政府和社

会 资 本 投 资 130

余亿元，探索形成

十大古村落保护

利用方式。我省

还 大 力 推 进“ 千

村档案”整理，挖

掘保护省级以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 1128 项，建成一大批民

俗展示馆、家风家训馆、村情村史馆，有

效传承弘扬浙江乡村文化。在国家已公

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中，我省分别有 636 个和 44 个被列

入榜单，约占全国总量的 9.3%和 9%，均

居全国前列。

“我省在保护好古建筑、古遗迹等物

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充分挖掘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元

价值，依托艺术赋能、产村融合、片区联

动等方式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了从

政府‘输血’到自身‘造血’的华丽转身，

走出了古村落利用保护助推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的新路子。”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

业处有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我省重点

村集体经济收入是 2012 年的 2.39 倍，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012 年的 3.33 倍，

回乡创业人数是 2012 年的 4.98 倍，历史

文化村落已成为浙江美丽乡村的金名

片、乡风文明的主阵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新引擎。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我省将聚焦“两个先行”目标，进一步

加大要素保障，处理好“保与用”“建与管”

“形与神”“同与异”“统与分”五对关系，努

力形成保护利用良性循环、项目实施科学

规范、物质精神协调兼顾、美美与共共享

发展、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局

面，持续擦亮历史文化（传统）村落这颗耀

眼明珠。

所梦跨山海 山海亦可平
——浙江持续擦亮山海协作金名片纪实

山 海 协 作 篇

擦亮金名片擦亮金名片擦亮金名片 引领新时代引领新时代引领新时代

9 月 6 日，德清县新

市镇开展“民族团结一家

亲”迎中秋活动，邀请在

当地工作的彝族、苗族、

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和

当地群众一起制作月饼

和中秋花灯，体验传统民

俗文化，喜迎中秋佳节的

到来。图为少数民族同

胞和当地群众在新市镇

“同心之家”制作月饼。

谢尚国 摄

多彩民俗多彩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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