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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推进乡村振兴，重在促进

农业稳定发展、推进城乡融合与农民

增收，实现共同繁荣。

一是加速产业融合，推进产业振

兴。特色优势产业在杭州农业产值中

占比达89.6%，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推

动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2022年，杭州就出台《县域富民优势特

色 产 业 培 育 发 展 计 划（2022- 2025

年）》，支持全市各县（市、区）聚焦产业

基础好、市场竞争力强、优势特色明

显、联农带农能力突出的产业，打造不

同类型的产业标准地，贯通产加销、融

合农文旅，推进全产业链培育开发。

到2025年，力争打造单条产值10亿元

以上的农业全产业链 20 条左右。鼓

励各地在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基础

上，积极拓展农业功能价值，全面打造

农文旅融合发展现代产业园区。

二是加快农民增收，推动城乡共

富。围绕“加快农民增收”，聚焦缩小

“收入差距”，拟出台山区4县“1+4”农

民增收组合政策。“1”为市级层面的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着力提

高全市农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见》，以

山区 4 县为重点区域，通过实施产业

增效、就业增薪、改革增财、帮扶增血

“四增工程”，建立农民收入持续快速

增长机制。力争到2025年，全市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低收入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 万元，城

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68以内。“4”

为四区县层面出台县级配套政策，重

在体现微观性的操作落地。

三是深化“千万工程”，共建和美乡

村。围绕“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这一

重要节点，开展“杭州美丽乡村二十年

成果巡礼”系列主题活动，实施基层党

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振兴、

公共服务提质、乡村治理增效、强村富

民改革、数字乡村建设“七大行动”，放

大美丽乡村优势，以富春山居之美向

“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献礼。对标对

表亚运会办会目标，新启动30个特色

村、59个未来乡村、100个数字乡村建

设，重点打造市级12条未来乡村共富

引领带。引入电商直播新业态，助力农

产品直播、乡村农旅文化传播、直播人

才培训，同步启动杭州市“迎亚运 游

乡村”暨“百名直播达人进乡村促振兴”

行动，用直播赋能优质农产品销售和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新业态发

展。 作者系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向融合要助力，蹄疾步稳做强共富文章

赵戊辰来稿说，《浙江省乡村

旅游促进办法》将于 5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在眼下乡村旅游持续走

热的背景下，该办法的出台，可谓

是迎势之举、恰逢其时。

一方面，受前几年疫情影响，

我省进出口贸易、资本投资、大众

消费“三驾马车”均有不同程度波

及，瞄准乡村旅游消费市场，是畅

通国内大循环，稳预期、提信心、力

促经济回稳向好的重要抓手。另

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激活农村

发展动能，是实现强村富民、共同

富裕的关键之举。

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现路径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创新举措，涌现出了一大批颇具名

气、广受好评、众口皆碑的网红县、

品质村。如江浙沪后花园湖州德

清、“两山”理念发源地安吉余村、

特色民族集聚村新昌外婆坑村、云

雾仙境天台后岸村等。也探索出

不少适应中国式乡村旅游发展的

新路子，如“古村落保护+生态旅

游”的永嘉模式、“公共艺术+创意

农业”的玉环龙溪路径、“乡村节

庆+民宿产业”的萧山探索等等。据统计，截至

2022年末，浙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已

超千亿元，农民收入中旅游贡献率达11.5%，乡村

旅游已成为促农增收、强村富民的重要驱动力。

但在亮眼成绩背后，乡村旅游发展中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如产品供给不够丰富、同质化现象

严重、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整村运营能力较弱、共

富路径不多不广等。尤其是疫情后，大众对旅游

形式、活动载体、产品内涵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

高，以深度游、个性游为代表的轻旅行、重体验的

旅游新形态渐成主流。

因此，要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全

国乡村游第一梯队位次，必须紧紧抓住乡村旅游

这个时代风口，抢占战略先机、瞄准特色定位、着

力提质升级。我省自然风光秀美、人文积淀浓

厚，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在不断迭代升级“千万工

程”中，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先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如何满足新时代

下，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乡村旅行的美好向

往，对诗和远方的翘首期待，对寄情山水、品味生

活的精神所托，让浙里乡村成为人们心之所往、

行之所向的不二选择，考验着各地的智慧。

期待之江广袤的乡村，在文旅时代的风口

上，泼墨挥毫，绘就新时代富春山居图的绮丽长

卷。期待从窗口看“浙”里乡村，纵是风景这边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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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改革要动力，有破有立做实夯基文章

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杭州的地域

特征，也是杭州发展规模农业的限制

因素之一。聚焦农业靠天吃饭、“低小

散”经营和丰产不丰收“三个没有根本

改变”的问题，杭州市将进一步拉高标

线，着重在“农业标准地+‘双强’行

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寻求突

破，全力打好“三农”高质量发展“九促

九提”（“促生产、提质效”“促耕保、提

标准”“促双强、提基础”“促改革、提活

力”“促融合、提增收”“促建设、提品

质”“促投资、提消费”“促帮扶、提内

驱”“促金融、提发展”）攻坚战。

一是先行先试建设农业标准地。

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按照“一年

大突破、三年大跨越、五年创一流”总体

目标，推进农业标准地建设，进一步加

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规模化

经营，优化土地要素合理配置，提高农

业生产经营规模和效益。聚力打好“农

业标准地+‘双强’行动”组合拳，启动以

整村土地流转为基础、以科技装备为支

撑、以农事服务为保障的20个高效生

态农业示范园项目建设，突出粮油和蔬

菜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土地要素制约和

资金奖补比例，强化政策支持和机制创

新。力争到2024年底，在10个涉农县

（市、区）建成10个千亩品牌粮仓和10

个百亩环市区蔬菜保供基地，打造引领

全市、领跑全省的标志性成果。

二是加码加力建设高标准农田。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的新要求和杭州市委市政府

关于要在“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建成高

标准农田”工作中走在全省前列的新

目标，拟立项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42

个，预计投入超1.4亿元。着力推进省

级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34个，建

设面积3.6万亩，实施市级农地提标改

造工程24个，面积4万亩。加大财政

扶持力度，新创建市级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5个以上，省级绿色农田4个。

三是高质高效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围绕农渔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农

业丰产又丰收目标，通过示范带动、技

术集成、政策扶持，大力发展“稻渔共

生、稻渔共赢”和“以田养鸭，以鸭促

稻”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

地双收、绿色环保、稳粮增效”的综合

效益。重点推广稻虾、稻鳖、稻蛙、稻

鱼和稻鸭等模式，减少农药和化肥使

用，提高稻米、水产品和禽类产品品

质，提升稻田生态环境质量。2023年，

全市力争推广实施综合种养面积 10

万亩以上，亩均增收2500元以上。

向创新要活力，深耕细作做实提质文章

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

撑，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杭州市

将牢牢把住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破

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困难障碍和制约

瓶颈，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加强种质保护和良种繁育推

广。计划引进一批优异种质资源，提

纯复壮一批地方特色品种，自主培育

一批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品种。支

持发展商业化育种，推进育种研发、生

产加工、繁育推广一体发展。支持种

业企业做大做强向规模化、集团化发

展。到2025年，新建和改造提升种质

资源圃（场、区）30个，育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品种100个以上，建设好市

南繁科研育种中心，培育现代种业企

业10家。

二是推进全程科技化机械化生

产。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生产科技

化机械化，这是实施农业“双强”行动

的核心要义。以“有标采标、无标创

标、全程贯标”为目标，示范推进标准

化生产，全力提高科学种养水平。结

合农业标准地改革，2023年全面启动

20个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提供从机种

到机收的全程机械化服务，实现区域

内农业生产农事服务全覆盖。同步

启动建设农产品冷链基地（产地仓）

20个左右。加大产业大脑开发力度，

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

产。

三是市场化导向激活乡村经营。

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盘活资源、

创新路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今年重点实施强村富民五个“百千

亿”工程：“百司千村亿元”，培育提升

强村公司 500 家以上、参与村社 1000

个以上，实现经营收益 2 亿元左右；

“百地千村亿元”，实施飞地抱团项目

100个以上、参与村社1000个以上，实

现投资分红2亿元左右；“百镇千宅亿

元”，新增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2500

宗以上，直接收入 1 亿元左右；“百富

千村亿元”，认定共富村、共富带、共富

体200个左右,联动村社1000个左右，

实现集体经济分红5亿元左右；“百体

千村亿元”，依托区县协作、联乡结村、

三百帮促，打造新型帮共体100个，辐

射山区 4 县村社 1000 个以上，落实帮

扶资金5亿元左右。

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7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论 坛

编者按：

今年是我省农业农村系统的“创新争先年”。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精神，本报邀请11个设区市农业

农村局（渔业主管局）主要负责人，聚焦今年重点工作，交流各市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推进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等方面的思路、做法和亮点，以加快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杭州范例
□姚吉锋

加快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是全面落实建设农业强国战略浙江先行

先试的着力点、支撑点。今年，杭州市将紧紧围绕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锚定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市这一目标，瞄准农业“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

富三大跑道，扎实做好现代农业“夯基、提质、共富”三篇文章，在奋进“两个

先行”中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范例。

44月月2121日日，，淳安县汾口镇茅山中药材基地千亩芍药花迎风盛开淳安县汾口镇茅山中药材基地千亩芍药花迎风盛开，，农民清除杂草农民清除杂草，，迎接游客到来迎接游客到来。。

近年来近年来，，汾口镇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汾口镇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流转土地数千亩流转土地数千亩，，大力发展芍药大力发展芍药、、何首乌等特色产业何首乌等特色产业，，将产将产

业发展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业发展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实现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王建才王建才 摄摄

创新争先局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