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7月6日上午，全省实施县

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半年度调度会暨全国学习“千

万工程”经验现场会动员部署会在杭召

开。副省长、省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

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专班召集

人李岩益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推进会

工作部署，以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一体做好强城、

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加快绘就“千村引

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

卷，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美

丽中国建设中，勇于立潮头，永远立潮

头。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省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专班副召集

人、专班办公室主任王通林通报工程整

体工作推进情况和全国学习推广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现场会筹备情况。省发改委副主

任、省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专班副召集人李军通

报全省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工作推进情

况。

李岩益对今年以来我省县城承载能

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要立足新起点，准确把握工程攻坚方

向。要把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千村引领、

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作为坚

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的目标和抓

手，进一步立起“千村引领”之标、形成

“万村振兴”之势、拓宽“全域共富”之路、

迈向“城乡和美”之境，涵养整体大美好

气质，做深产业兴旺大文章，跑出城乡融

合加速度，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

李岩益强调，要落实新要求，扎实推

进工程各项任务。要做到“四换”“四借”

“五聚力”，“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

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四借”即借

智、借地、借道、借资；“五聚力”即聚力产

业谋发展、聚力项目增后劲、聚力风貌促

提升、聚力融合抓改革、聚力安全守底

线，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形成更多标志

性成果。

会上，李岩益还对全国学习推广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现场会筹备工作作了部署。他强

调，要重视细节、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全

面把控现场会全流程、全环节、全节点，

高标准、严要求、前瞻性做好接待服务、

点位整治、展板展示、文稿采写、宣传片

制作等会议筹备保障各项工作，努力办

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现场会。

此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主会场设

在省农业农村厅，各设区市设分会场。省

建设集团、湖州市、舟山市、嘉善县、绍兴

市上虞区、义乌市佛堂镇、开化县华埠镇

金星村等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我们不光在余姚当地种，还把西兰

花种到了江苏徐州和内蒙古乌兰察布！”

记者日前见到余姚市绿野果蔬农场负责

人秦伟杰时，他一脸自豪地向记者“炫

耀”道，“三个地方的西兰花基地面积加

起来有6000多亩，去年总产量达1.1万余

吨，年销售额超过5500万元。”

走出去，是挑战更是机遇。

“谁都喜欢待在本地谋生，去那么远

的陌生地方总觉得不方便。”秦伟杰坦

言，当初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考虑

到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紧缺、用工

成本上升等因素，不得不“走出去”开辟

新的天地。

“以乌兰察布为例，到了那边才发现

当地自然条件很好，非常适合西兰花种

植，而且人工、土地成本比沿海地区低。

还可利用西兰花上市季节差，将产品运

到宁波、杭州等地销售，有效保障本地秋

天淡季蔬菜供应。”秦伟杰告诉记者。

与秦伟杰一样，余姚人张炳焕也决

定“走出去”一搏。今年开春后，他和合

作伙伴商定一起去重庆种蟠桃。张炳焕

家的山路十八湾果园农场，在余姚小有

名气，出产的蟠桃按个卖，最好的精品蟠

桃一个可卖出30元，且供不应求。“眼下

3000多棵桃树苗已经育成，下半年将起

运重庆。”张炳焕告诉记者，“把我们浙江

的优质种苗、技术带到那边去，让更多人

吃上我们生产的又甜又大的蟠桃。”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位于宁波市鄞

州区塘溪镇的林惠家庭农场里仍是一派繁忙景象，老板

娘吴惠芬正带着工人们采摘农场的“拳头”产品——精品

番茄。她告诉记者，农场种了番茄、樱桃、葡萄、黄瓜等各

类新鲜蔬菜瓜果，“但本地农场出产的只是‘毛毛雨’，我

们在山东寿光还有1000多亩蔬菜基地呢。”吴惠芬笑着

说，在寿光，他们采用订单模式，按照时令季节和市场需

求向当地农户统一下单，农户根据订单种植青瓜、辣椒、

西葫芦、胡萝卜等蔬菜，蔬菜采收后，由农场统一收购运

回宁波市场。“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几辆大卡车从山东开

过来，日均运送9吨左右的新鲜蔬菜。”吴惠芬介绍说。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在农业产业

振兴的核心地位。从宁波的实践来看，家庭农场就像是

一股涓涓细流，当它们汇流在一起后，就形成了助力‘三

农’领域发展“地瓜经济”提能升级的强大动力。不少家

庭农场还在当地积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成为乡村产业

发展的共富‘引擎’。”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

指导处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从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2022年底，

宁波市家庭农场数量已达1.53余万家，其中省级示范性

家庭农场达到232家。

“我们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为契机，全

面推动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推进土地、

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向经营主体倾斜，构建多方位的

扶持政策体系，不断健全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效衔接，引导家庭农场长出更多共富‘地瓜’藤蔓，

发挥更强的共富带动作用。”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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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建德市大同

镇黄山头村党员干部在参

加“每天劳动一小时”活动

中，深入种植园，帮助缺少

劳力的果农采摘、包装刚

上 市 的“ 早 夏 ”品 种 葡

萄。眼下正值黄桃、葡萄、

西瓜等瓜果集中上市时

节，大同镇广大党员干部

在开展“每天劳动一小时”

活动中当起“临时工”，帮

助果农采摘、分拣、包装时

鲜水果，助力农业丰产增

收。 宁文武 摄

党员干部当起党员干部当起““临时工临时工””

李岩益在全省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半年度调度会上强调

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
加快绘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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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的思想力量与实践探索
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 王通林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省涉海涉渔专委办

印发《关于进一步抓好当前涉海涉渔领

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结合当前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

特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

《通知》指出，要切实强化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的政治自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持续强化

常态化“1510”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细落地。

《通知》明确，要持续深化渔船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好渔船安全隐患

查漏补缺、重大隐患闭环整改复核等工

作，隐患未彻底整改的渔船一律不得出

海生产，带隐患出海渔船发生事故的严

格倒查相关人员责任。要全面落实海上

作业船舶安全防范措施，加强作业海域

气象和海况监测，督促各方主体履行安

全生产责任。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

息报告制度，遇有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

按照规定程序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

限度减少损失。发现船位异常或报警信

息，要认真核实险情，及时有效处置。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实施渔港码

头内渔船维修作业审批管理，依法从严查

处渔船在渔港码头靠泊点内进行违反规

定的动火作业行为，进一步加强渔港码头

执法检查和日常巡查，加强渔港消防设施

维护，加强渔港在建工程检查和出港航道

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事故发生。

《通知》强调，各地要充分利用伏休

期，大力抓好船员安全素养培训提升，深

入开展“面对面”安全警示教育、商渔船

长互登互学、渔业安全生产大宣讲活动

以及渔船安全作业、渔港安全生产“五必

须、五严禁”的宣传引导，在渔区营造大

讲安全、大抓安全的良好舆论氛围。

我省对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

深化隐患排查整治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