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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争先局长谈

奋力谱写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温州新篇章
□胡立左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温州市将以省委三个“一号工程”为引领，

以乡村建设“三基三主”为核心，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扎实推进农业“双强”、和美乡村“示范引领、全域整洁”、强村富

民集成改革、“强基提能”四大行动，奋力打造高效生态农业强市、和美乡村样板市、农民农村共富先行市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

□夏国军

近年来，宁波市加快推进

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截至去

年底，全市纳入家庭农场名录

的有 15366 家，其中省市县三

级示范性家庭农场分别达到

232家、480家、786家。

宁波市的主要做法有以

下几方面。

一是强化名录管理。从

2020开始，宁波市本着“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量化标准、全面

摸排”的原则和要求，积极主动

与市场监管、统计等部门对接

协调，建立数据信息交流共享

机制，全面疏理核实名录，及时

更新、动态监管。

二是强化制度设计。市

委农办等 12 部门联合出台推

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深入实施农业绿色发

展、品牌培育、数字触网、融合

发 展 和 联 合 合 作 等 五 大 行

动，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家庭

农场（含农业规模经营户）稳

定在 1.5 万家以上，其中市级

及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500家

以上。

三是强化资金扶持。会

同市财政部门出台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政策，对市级及以上示范性家庭

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一年期基准利率50%

贷款贴息。

四是强化示范引领。出台市级示范性

家庭农场评选和监测办法，采用自主申报、

镇乡（街道）初审、县级审核推荐、市级打分

评定的方式，开展市级示范创建活动。创

建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 480 家，余姚科态

农场等 10 家家庭农场获得全省“百佳案

例”。

五是强化服务支撑。推进农业“标准

地”改革，开展土地流转服务，到 2022 年

底，全市土地流转率和规模经营率均达到

70%以上。开展金融支农服务，创新信贷

产品、拓宽抵押范围，提升金融服务主体的

便利度。

宁波市家庭农场培育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也存在主体抗市场风险能力不强、主

导产业链延伸不足、联合合作发展不深以

及现代化管理水平不高、农场主“老龄化”、

设施用地保障落实难等问题，建议采取以

下对策措施，全面推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

展。

一是着力加强政策支持，推进土地、资

金、科技、人才等要素保障，构建多方位的

扶持政策体系。抓好辅导员队伍和主体服

务中心建设，继续实施贷款贴息政策。

二是着力加强示范创建，推进省市县

三级示范联创，至 2025 年，县级以上示范

性家庭农场达到800家以上。

三是着力提升农场质量，指导余姚市

推进整体提升县创建。推进“一码通”赋

码、随手记软件，推动“自然人”农业经济向

“法人”农业经济转变。

四是着力转变流转模式，支持鼓励条

件成熟的村实施整村整组整畈委托流转、

土地定量不定位流转及土地入股流转等方

式，引导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到

2025年，力争全市土地规模经营比例达到

72%以上，100亩以上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占

62%以上。

五是着力创新发展方式，筹划组建家

庭农场联盟，健全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引导家庭农场走“创新发展、融合发

展、生态发展”的路子，发展“小而美、小而

精、小而特”具有宁波特色的家庭农场。

作者单位：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毫不动摇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温州市将

进一步建强乡村基层组织，打造过硬干部队

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乡村振兴。

一是发挥“头雁”领航作用，筑牢基层组

织战斗堡垒。深入推进“头雁”领航等六大行

动，深化“共享社·幸福里”建设，迭代优化“下

沉包联、分组包户”机制，推行驻村干部下沉

联心、村社干部包网入户、清单化网格服务机

制，推动党建引领乡村联片示范创建。

二是深化“1＋N”系列行动，完善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建引领三级联动基

层治理体系，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

制，全面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深化“微

权力 e 监督”工程，加强“三资”管理，推进

“无检举控告村居”和清廉村居建设。坚持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社会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大起底大整治大提升，推行乡村

“和事佬”“闲事婆”和海上党建联建等做法，

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三是夯实本质安全根基，提高农业防灾

减灾能力。持续深化农业农村领域除险保

安工作，推进农村道路交通、消防、涉海涉渔

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扎实开展农村危旧房

专项整治。深入实施海上“千船示范·万船

整治”工程，加快推进渔业安全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持续推进“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

升”三年行动和“绿剑”系列执法行动，加强

农业（渔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加强

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加大农业外

来入侵物种防治力度，持续夯实本质安全基

础。 作者系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高标准推进“强基提能”行动，奋力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市

高质量推进农业“双强”行动，奋力打造高效生态农业强市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温州市将坚

定不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化农业“双强”

行动，加快发展动能转化，走出一条具有温

州特色的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子。

一是守牢底线，端稳端牢国人“饭碗”。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推进“清

闲田、改水田、造园田”行动，全力巩固“非粮

化”整治成果，建立粮食生产定期调度通报、

现场督导机制。大力推广粮经轮作多熟制、

稻渔综合种养等“千斤粮万元钱”模式，探索

推广“海水稻”种植，确保多种粮、种好粮。

全面落实“田长制”，抓实抓好农田项目建设

和管护。坚持向规模化、标准化要产量、要

效益，大力推广股份合作、委托流转、整畈流

转。

二是多元发展，做深做好“土特产”文

章。以“一盘预制菜”“一条大黄鱼”“一根石

斛草”“一杯本土奶”“一个特色果”“一片致

富叶”为重点，制定“六个一”产业发展规划，

发展一批具有温州辨识度的“土特产”。坚

持“高水平走出去、高质量引进来”，深化农

业投资“一件事+明白纸”集成改革，完善产

业链招商“一张图”；积极引导农业企业“走

出去”建基地、打品牌、抢市场，推广温州盘

菜种到宁夏、温州杨梅和滩涂贝类苗种打入

国际市场等“走出去”模式。

三是数字赋能，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

平。围绕“数字农业增效、数字服务提质、数

字基础提升”，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

造。大力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云展销、

云洽谈等农播电商新业态，持续开展农播电

商“个十百千万”行动。实施种业振兴三年

计划和“5655”工程，建好用好省级奶牛种业

和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开展全程机械

化试点，加快宜机化改造示范基地建设，研

发引进一批适应丘陵地形的微型化、智能化

农机装备，加快推进“一镇一农事服务中心”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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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推进“示范引领、全域整洁”行动，奋力打造和美乡村样板市

今年是实施“千万工程”20周年，温州市

将围绕“三基三主”建设核心，推进中国式乡

村现代化，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加快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温州样板。

一是以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乡村宜居宜

业水平。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

驱动”，以县城承载能力提升为牵引，统筹推

进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加快推进城乡空间重构、城乡

关系重塑、城乡机理重建，推动规划共绘、产

业共融、设施共建、服务共享，打造交通便

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沃土、投资兴业的热

土、和美生活的乐土。

二是以“三基三主”十大工程引领全域和

美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一县一带一片”建

设，落实“十不十宜”要求，加快制定和美乡村

指导意见、建设导引、评价办法，加快构建“百

村未来、千村共富、全域和美”新格局。深入

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和千村故事传承

工程，突出“瓯系列”“古系列”“名系列”等主

题文化挖掘，健全乡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三是以“十大乱象”整治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聚焦农村十大环境问题，批次推

进风貌落后村“每季一百，逐一核验，闭环管

理”，深化“三大革命”，探索农村物业管理、

垃圾分类合作社、“干部包村、党员包户、农

户三包”等新模式新做法，健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长效机制。

高质效推进“强村富民集成改革”行动，奋力打造农民农村共富先行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温州市将围绕创业创新创富，从集

体、家庭和个人三个维度，产业、就业、创业

三条途径，改革、激活、帮扶三个切口，全面

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加快实现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

一是“百亿强村”抱团发展促共富。启

动新一轮“百亿强村”三年行动计划，推广

“飞地抱团”“片区组团”等发展模式，积极探

索农村职业经理人制度，不断发展壮大新型

村级集体经济。深化农村产权市场化改革，

健全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完善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

二是“三位一体”联农带农促共富。持

续深化合作社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推进“组

织、生产、产业、市场、利益”“五大联结”的机

制创新、组织创新、动力创新，实现90%以上

的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组织。

三是“扩中”“提低”精准帮扶促共富。

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遏增量优存量”行动，

健全低收入农户精准识别、返贫实时预警机

制，建立精准化共富帮扶机制，完善低保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深化共富大搬迁，实施乡

村点亮行动，挖掘乡村生态、生活、文化多元

价值，加快推动“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发展，

重点打造一批民宿村、电商村、民族村、非遗

村等特色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