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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记者从8月22日召开

的全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

设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我省正以农

村人居环境为底色，以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加速

推进未来乡村建设，共同富裕现代

化乡村基本单元成色越来越足。到

今年7月底，第三批308个省级未来

乡村创建村已开工项目2930个、完

成投资101.76亿元，开工率和投资

完成率均超九成。

建设未来乡村，是我省持续深

化“千万工程”、大力打造共同富裕

现代化乡村基本单元的重要创新举

措。目前，全省共有三批 687 个村

先后被列为省级未来乡村创建村，

规划各类项目7425个。2022年，全

省成功创建省级未来乡村 275 个，

总投资超 160 亿元。在创建过程

中，全省未来乡村聚焦民生服务提

升，2022年度共建成“一老一小”民

生服务场景550个，目前在建820余

个，儿童之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

现全覆盖。省级未来乡村全部上线

“浙里未来乡村在线”数字化平台，

推动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率先在未

来乡村落地开花。

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坚持

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

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明

确要全域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全面

绘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

富、城乡和美”新画卷。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未来乡

村建设主动融入县城承载能力提

升和深化“千万工程”，持续创新工

作举措，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结合

迎亚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契机，

不断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产业融

合、资源转化和共同富裕，全力推

进 412 个在建省级未来乡村创建

村建设。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省未来乡村建设将进一步聚

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

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提升未

来乡村引领力、带动力、致富力、颜

值力，全面打造和美乡村示范村。

2023年，全省将创建和美乡村示范

县10个、示范带22条，达标创建和

美乡村4400余个、和美庭院30余万

户，努力把未来乡村打造成为更具

浙江辨识度的“千万工程”新成果，

更具时代辨识度的共同富裕现代化

基本单元。

未来乡村建设加速推进

共同富裕现代化乡村基本单元成色越来越足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8月23日至24日，

2023 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暨农机驾驶操作员竞赛在

湖州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宁波的朱增明荣获一等奖，来自

金华的严立、丽水的胡琦龙分别

获得二等奖，来自金华的徐松

柏、湖州的李海平、丽水的施敏

杰分别获得三等奖，另有10位选

手获得优胜奖。

本次技能大赛由省农业农村

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总工会联合主办，分为县预赛、市

复赛和省决赛三个阶段，共吸引

来自全省各地1000余名农机维修

和农机驾驶操作能手参与。经各

设区市选拔，最终11支代表队的

33位选手入围决赛。

“在操作考核上，重点考察

选手对驾驶机具和维修机具的

熟练度、安全性及精准性。比

如，在驾驶操作模块，设置了联

合收割机场地驾驶和拖拉机移

库、农机具挂接及定点停放项

目。在维修保养模块，要求选手

在规定时间内找出故障并进行

维修，考验选手故障排除和机具

保养经验。”竞赛裁判组组长周

彦春介绍，比赛裁判组由行业专

家、专业老师和技术骨干组成，

采取观察操作过程和复测操作

结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评

分，公证人员全程参加，确保竞

赛公平、公正、客观。

本次竞赛前三名选手，经省

总工会核准后，将荣膺“浙江金

蓝领”。获得竞赛前十名的选

手，将由省农业农村厅授予“浙

江省农业技术能手”称号。“很荣

幸能和全省各地的优秀选手同

台竞技，我将继续提升自己的农

机操作水平，提高农机作业效

率。”获得本次竞赛一等奖的选

手朱增明如是说。

三位农机维修和操作能手
将荣膺“浙江金蓝领”

近日，国际（安吉）“以竹代

塑”创新大会暨竹产品推广对接

活动在安吉县召开。活动期间，

浙江农林大学和安吉县竹产业

发展中心联合发布了《以竹代塑

产品分类分级》团体标准。这是

国内外首个针对“以竹代塑”产

品进行分类分级的标准，填补了

该领域的空白。

浙江农林大学林业碳汇与

计量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周国

模教授是该标准的主要起草

人。他介绍说，《以竹代塑产品

分类分级》团体标准，从以竹代

塑产品的生产和实际应用视角

出发，围绕以竹代塑产品的碳减

排效应和塑料污染的减量程度，

创新性地构建了“替代减排率”

“材料替代率”和“产品更新比

例”三类评价指标，科学确定各

指标的权重，对以竹代塑产品的

综合效应进行等级划分。

周国模教授团队 20 年多年

来始终深耕林业碳汇领域，瞄准

国际前沿，对接国家重大需求，

系统解决了竹林“如何固碳”“如

何测碳”“如何增碳”和“如何售

碳”等科学问题与技术难题。近

年来，周国模教授团队基于十大

类 60 多种竹产品碳足迹评价的

研究，获取了典型以竹代塑产品

碳排放、碳存储、竹材替代和使

用寿命等系列数据，为本标准的

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该标准将有助于政府制定

“以竹代塑”产业发展的支持政

策和措施，推动企业创新低碳技

术，开发出更多样化的“以竹代

塑”替代产品，也有利于引领绿

色消费行为，减少消费者对塑料

制品的使用。

陈胜伟

《以竹代塑产品分类分级》
团体标准发布
填补该领域空白

去年 6 月，十五届温岭市委第

一轮巡察发现，该市部分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存在高于银行贷款利率

向社会借贷的共性突出问题。温

岭市委建立由市纪委党风室牵头

抓总、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具体

负责、镇（街道）齐抓共管的协同

协作工作机制，以“控制债务总量、

转化社会债务、降低财务成本、减

轻利息支出”为目标，开展村级债

务专项治理，明确时间点、路线

图、责任书，实施分类推进。一年

来，共累计清理高息借款 6422 万

余元，减轻村级负担 265 万元，以

债务化解“小切口”赋能清廉村居

“廉动力”。

去年 11 月，温岭市纪委、市农

水局发布《关于开展村级债务专项

清理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村

级债务专项治理行动。由市农水局

牵头，对全市村级债务进行摸底调

查、统计分析，将存在高于银行贷款

利率的社会借贷（年息在5%以上）

的9个镇35个村社作为专项清理的

重点对象，分类施策。对具备偿债

能力的村，直接归还借款；对高于银

行贷款同期基准利率的社会借贷转

化为银行借贷，以银行贷款还社会

贷款；对资不抵债、收不抵支、账务

冻结等银行确实无法放贷的个别

村，由镇（街道）、村协同与借出方协

商解决。

截至今年 7 月，温岭市银行放

贷置换还款20个村社5127万元，占

应清理社会借贷的79.83%；直接还

款 15 个村社 915 万元（其中 4 个村

社既有直接还贷也有置换还贷），占

应清理社会借贷的 14.25%；其它 4

个村社采用担保贷款、暂时搁置等

380 万元，占应清理社会借贷的

5.92%。全市 234 个村级经济合作

社的社会借贷总额从 9358 万元下

降至2051万元，社会借贷利率高于

银行利率的全部清理完毕。

在为村集体“节流”的同时，温

岭市农水局统筹相关部门着力为村

集体资产“开源”，采取“一村一策”

消除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利用利

率优惠政策降低财务成本，利用百

村整治抱团飞地政策整出水田或旱

地指标，参与抱团飞地项目、建设经

营市场等，提升集体资产。2023

年，全市村级集体商业综合体、小微

工业园区等经营性投资项目12个，

总投资3.83亿元，可年增收2100多

万元。

林军波

清理高息借款，一年为村级减负265万元
温岭市聚焦债务化解“小切口”赋能清廉村居“廉动力”

（上接第1版）

“从去年开始，我们还推广

‘邻舍家’议事会机制，搭建‘邻

舍家’线上平台。”后陈村党支

部书记吴兴勇说。记者了解到，

集建议收集、梳理、协商于一体

的“邻舍家”议事中心，将老旧

厂房改造、湿地公园建设、旧村

改造、垃圾“两定四分”等村庄

治理阶段性重点工作列为协商

内容，定期召开议事会，协调解

决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和纠

纷。线上“邻舍家”平台包含在

线协商、村务公开、便民服务、

积分管理等模块，形成线上线

下议事联动机制。

“邻舍家”自运行以来，妥善

处置了遗留 15 年的宅基地分配

难题，顺利解决了16项涉及环境

整治、运动场地使用、新居民管

理等方面问题。

“不少地方来学习‘后陈经

验’，我们正在建设后陈研学中

心，为学习交流提供场所，还能

发展农文旅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吴兴勇说，“村里大事一

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

以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后陈村的明天一

定会更好。”

8月20日，“我们的村运会”宁波市北仑区第七届葡萄欢乐跑嘉年华活动在小港街道依山村鸣枪开跑，欢乐跑全

程11.8公里，其中设置了吃葡萄、吃西瓜大赛等项目。北仑区通过“农旅+”“体育+”模式，将农旅、体育事业与农业

产业发展相融合，为发展农村经济注入新动能。图为参赛选手在进行“二人争先吃葡萄”比赛。

索向鲁 顾青阳 摄

我们的村运会我们的村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