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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来稿说，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最艰巨最繁重最

基础的任务在农村。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新一

轮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拓展试验任

务名单，绍兴市柯桥区申报的“实施

强村富民集成改革体系建设试点”

项目被列入其中的“探索发展新型

集体经济路径”单元。

入选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拓展

试验任务名单，既是对柯桥着力创

造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标志性成果的

充分肯定，更是赋予柯桥奋力打造

一批具有地方辨识度的改革特色品

牌的光荣使命。

推进强村富民集成改革，重在

探索独具特色的增产保供强基共

富、未来乡村引领共富、农民收入倍

增共富、数字乡村助推共富之路，切

实将走深走实共富路和走顺走稳强

村路紧密结合，提升农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只有形成既有市场竞争地位又

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乡村

才有活力，农民才能共富。要以强村

富民集成改革体系建设为契机，结合

美丽乡村、美丽田园建设，深入挖掘

历史文化村落、历史古道、旅游景区等人文自然

资源，更好地把农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

优势。要探索“文化+科技+品牌”发展模式，大

力发展数字农场、农村电商、数字农旅等业态，

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筑牢根基底盘。

民宿产业能带动一系列上下游产业，对推

进农村农民共富意义重大，但资金紧缺成为制

约民宿产业长足发展的主要障碍。要综合考量

民宿经营户的财务状况、资金需求、还款能力和

担保条件等，以精准有效的信贷投放、便利快捷

的渠道服务、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全方位多层

次广辐射支持民宿产业发展。

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宅基

地全生命周期管护，既是实践“强村富民集成改

革”的主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点亮行动、先富

带后富“三同步”行动的重要载体。激活农村宅

基地资源，必须契合农业发展、农民需求，在广

度、深度、强度上做文章，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保护农民利益底线，在循序渐进中培育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交易市场。

“强村公司”已成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

乡村业态、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载体。要积极探

索区域联盟、飞地抱团等发展模式和橄榄形的强

村建设矩阵结构，构建各级政府合力共促发展格

局。同时，要大力发展来料加工业，通过有针对

性组织动员、供需对接、规模输送等方式，让农民

群众在家门口既有事可做，更有钱可挣。

期待通过强村富民集成改革，农村公共服

务更加立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供给更加精准、均

衡，农民能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湖州市将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模

式、深化农地标准化改革，推动承包

地规模化发展；通过优化管理机制，

探索“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审慎

稳妥推进宅基地改革；通过完善农业

“标准地”联审联批和项目退出制度，

持续放大农业“标准地”一二三产联

动效应；继续强化金融支农、“两进两

回”、数字赋能，切实将农村“三地”联

动改革推向纵深。

一是强化资源统筹提质效。统

筹财政、金融政策，提升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联动财政金融配套支持能力；

统筹规划村庄资源，深入推进农文旅

融合“五百五千”工程，探索共享田园

模式。选择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态

旅游资源丰富、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的

村庄，布局发展农业产业园、“未来农

场”等高品质农业产业，推进乡村产

业跨界融合，发展特色研学、露营基

地等新业态，最大程度实现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发展质

效。

二是强化项目招引促发展。大

力开展乡村产业“双招双引”攻坚破

难行动，建立土地和主体准入“双标

准”，设置带动效益等主体约束性指

标，围绕农业“双强”，招引一批优质

主体，引进一批重点项目，推进一批

科技带动强、模式技术新、综合效益

高的农业“标准地”项目建设，促进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招引有助于促进

绿色渔业、特色畜禽、预制菜等乡村

产业延链强链的千万元以上项目150

个，新增农业“标准地”项目 15 个以

上。

三是强化利益联结增红利。持

续推进承包地确权、放活经营权，深

化“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强化农

业龙头企业等主体联农带农作用，实

现双赢多赢良好局面。加快构建复

合式的现代经营体系，新认定市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20家，市级以上示范

性家庭农场50家。深化“三位一体”

农合联改革，累计争创四星级产业农

合联10家。通过闲置资产流转盘活

促增收，提高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率，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推动村

集体经济股份分红。保障农民合理

住房需求，多元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新增盘活闲置农房4000宗，带动增收

1.5亿元。

作者系湖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注重“三强化”，纵深推进改革

聚焦“基础稳”，活化土地权能

一是标准化流转承包地。创新

农地履约保证保险、流转土地经营权

证发放、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等制

度，探索由地方政府、强村公司、村集

体协同进行统一流转整治改造模式，

推进整镇整村土地流转。因地制宜

采用出租、入股、定量不定地等方式推

进土地流转，累计完成土地流转109

万亩，流转率达到74%，居全省前列。

二是体系化迭代“标准地”。严格

对照准入标准，精心筛选优质项目，界

定实施主体范围，明确土地流转面积、

亩均投资及产值、亩均吸纳劳动力就

业及带动农户数。建立项目联审机

制，对所有上报项目组织现场勘查，下

发《农业“标准地”项目审批管理操作

流程和有关要求》，明确各方权利义

务、违约责任，形成完整的农业“标准

地”立项、供地、发证、抵押管理闭环，

构建完备的农业“标准地”政策体系、

操作体系、监管体系、保障体系。全市

累计认定农业“标准地”项目146个、

面积593亩，提供综合授信7亿元。

三是多元化盘活宅基地。扎实

推进全国宅基地改革试点，如德清县

围绕9项试点内容和4项基础工作，

在所有权行使、资格权保障、使用权

流转和抵押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在

全国首发宅基地资格权登记证和“双

使用权”不动产权证。适度放活宅基

地和农房使用权，通过村民自主盘

活、村集体统一盘活、公司收储等多

种模式盘活闲置农房。在“阿里拍

卖”首推闲置农房流转105宗，累计盘

活闲置农房16319宗，价值25.6亿元，

带动增收5.84亿元。

聚焦“路径宽”，深化机制创新

一是土地联动。明确将承包地

集中连片规模达到 100 亩以上作为

“标准地”准入条件，并由村集体或乡

镇统一收储闲置农房，打包后通过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招引优质项

目。如长兴县临潮园艺田园综合体

项目，流转农村承包地650亩，配套农

业“标准地”7.6 亩，盘活闲置民房 9

栋，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产生直接

经济效益 100 万元。2022 年，全市

“八业千亿”乡村产业产值达1515亿

元。

二是制度集成。以系统化思维

深化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政策间的互

补性、耦合度和匹配度，全力打造政

策集成、效果集成改革示范样本。先

后出台《关于规范农业“标准地”管

理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

《关于规范和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指导意见》等管理制度32项。

三是数字赋能。贯通基层治理

四平台、数字乡村一张图等数源系

统，打造“农房盘活数字化应用”“浙

农经管”“农民建房一件事”“宅富通”

等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宅基地

管理全方位提升。建立区县-乡镇-

村-农户“四位一体”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开展产权交易、权益评估、抵押融

资等服务，累计开展农村产权交易

7199宗、17.77亿元，溢价率超10%。

聚焦“活力足”，强化要素保障

一是加大优质土地支撑力度。

落实农业“标准地”用地指标，明确在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中，预

留不超过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

于乡村产业发展。将农业“标准地”

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同时，督促各区

县对已确立项目，加快兑现用地指标

和空间指标。建立闲置土地储备库，

将已流转盘活或意向流转盘活的土

地，报区县土地储备库，由资产运营

公司或区县、乡镇级的强村公司统一

运营，全市现有可盘活闲置宅基地约

7000宗。

二是提高金融服务支撑深度。

大力实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千百工

程”行动，创新农业“标准地”使用权

和农业生产设施产权抵押贷款，在全

国首创单一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通过

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

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

三种方式申请抵押贷款。如德清在

全国首创农民建房公积金制度，贷款

利率同比商业贷款下降三分之一。

三是提升人才科技支撑广度。

持续深化“两进两回”，深入实施农业

“双强”，加强乡村技术、建设、经营等

专业人才和综合人才培育储备。从

建设乡创人才孵化中心到搭建“数字

游民公社”，从大力实施“千个团队、

万名创客”培育工程到“全球合伙人”

计划，全市入驻乡村创业团队达602

个，累计培育乡村振兴“五类英才”

2.75万人，认定首批市级“未来农场”

20家，“1+1+N”农推联盟已实现对全

市农业主导产业、规模化农业企业、

基层农服中心的科技服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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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争先局长谈

湖州“三地”联动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张云威

随着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加快，农业经营性项目建设用地需求与日俱

增。湖州市在全国首创农业“标准地”改革，并以农业项目为载体，联动推进

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农业“标准地”“三地”改革，有效推动土地要素利

用模式变革重塑，新时代农村土地改革红利得以充分释放。2022年，湖州

市通过土地改革新引进千万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180个，完成投资34.3亿

元，农户土地财产性收益达10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幅居全省第一，农

业“标准地”改革获评省乡村振兴十佳创新实践案例，“三地”联动集成改革

获得浙江省改革突破奖。

通过土地盘活建设的湖州市南浔区通过土地盘活建设的湖州市南浔区““水晶晶水晶晶””红美人柑橘未来农场红美人柑橘未来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