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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西湖区不断擦亮

底色，推动乡村更加整洁有序、更

加宜居宜业，“千村引领、万村振

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生动

局面正徐徐打开，乡村环境实现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蝶变。

推进以村庄整治为重点的美

丽乡村建设。2003—2010 年，西

湖区成立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

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出台《西

湖区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

行动实施方案》，以消除农居环境

“脏乱差”，实现“洁序美”为目标

的乡村环境整治战役正式打响。

共出动工作人员11万人次、整改

问题10万个、清运垃圾1.7万吨、

补种绿化18万平方米、增加停车

位 2112 个，实现村庄有序、无乱

搭乱建；田园有彩、无土地违法行

为；河网有鱼、无污水排放，重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靓丽形象。

推进以长效管理为特点的精

品村落创建。2011—2020 年，以

长效管理为重要突破口，以新时

代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为重要抓

手，制定出台“村村皆精品”建设

标准等 10 余项政策文件。深入

实施“三大革命”，连续开展三轮

“精品村”创建大比武，32个行政

村实现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全

覆盖，4 个涉农镇街实现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全覆盖，建成22个3A

级景区村庄，乡村建设按下“快进

键”、驶入“快车道”、跑出“加速

度”。

推进以未来乡村为亮点的和

美乡村打造。2021年开始，坚持

以原创性抓手、创新性改革、标志

性成果为目标，制定出台《未来乡

村产业规划策略》《探索西湖区未

来乡村发展空间有效途径的对策

建议》《西湖区乡村运营工作建

议》等规划措施，以“政府主导+

镇村主体+市场主力”的发展模

式渐入佳境。转塘街道龙井飘香

体验带、双浦镇湖光山色风景线

等，被纳入浙江省“千万工程”20

周年典型案例。

二十年来，西湖区不断彰显

特色，在已实现农居环境突破性

变革的基础上，通过组团式发展、

农文旅融合、数字乡村建设，全域

构建“面子光、里子实、根子强、数

智新”的高颜值乡村图景，产业发

展实现从“个别化”到“组团式”集

聚。

组团式发展，打造乡村运营

新品牌。启动双浦沿山环湖“五

朵金花”、转塘龙坞“八仙过海”、

三墩兰里“双龙戏珠”等未来乡村

组团式发展模式，打造具有西湖

辨识度的组团发展标志性成果，

让组团发展的红利和共同富裕成

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民。2023年

上半年，西湖区32个行政村经营

性收入达3600万元。

农文旅融合，提升示范创建

新品位。转塘街道以西湖龙井茶

为主链，建设“塑境长埭”“生动何

家”“外桐坞农夫集市”等乡村品

牌。双浦镇衍生“九曲红梅茶+”

产业，谋划打造“田蜜周富”“知味

湖埠”“美丽铜鉴湖”等五朵金花，

推进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转塘

街道聘请美院大咖为“艺术村

长”，围绕蓝图规划、项目指导、产

业共富、结对共建、乡村美育、乡

土创作等，助力打造特色浓厚、韵

味浓郁的艺术型未来乡村。2023

年上半年，全区休闲农业接待游

客 250 万人次，营业收入 3.0 亿

元，带动农产品销售1亿元，带动

农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6.4％。

数字乡村建设，引领未来乡

村新魅力。率先实现 32 个数字

乡村全覆盖，打造“长富云”“桐富

云”等数字化平台，开设村网络销

售直播间，建成健康小屋、智慧漂

流书吧，增设村域公交站台实时

测温器、语音播报和智慧座椅等，

关注“一老一小”优质公共服务共

享，建设智能储物柜、智能垃圾分

类系统，集 LED 显示屏、视频监

控和一键报警等功能于一体的智

慧灯杆，增加村庄“智慧”。

二十年来，西湖区不断增添

亮色，聚焦村社“五议两公开”民

主决策程序、“两进两回”、城乡融

合，引导城市优质资源、要素落地

乡村，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

与乡村和谐共富，农民面貌实现

从“乡下人”到“明白人”转变。

“五议两公开”，民主决策办

大事。加强村集体重大事项管

理，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民主

决策程序，规范履行重大事项决

策流程。按照“村干部建议—村

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

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决议—决

议公开—结果公开”的流程，环环

相扣，形成闭环定案推进机制，有

效保障广大村民的参与权、知情

权、监督权。

“两进两回”，人才振兴强经

济。深化“两进两回”，积极推进

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三乡人”

融合发展。实施乡村绿领人才培

育、农创客培育等行动计划，引进

农村职业经理人，强化村庄经营

人才支撑，建立“村集体+企业”

“村集体+国企+企业”、村集体经

济保底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三种

模式，建链、强链、补链、延链，为

村庄发展增添无穷活力和独特魅

力。

城乡融合，和谐繁荣续新

篇。发挥“南乡北城”城乡综合

优势。南部续写茶乡情缘，深挖

西湖龙井、九曲红梅“一绿一红”

特色产业，推进品牌年轻化、国

际化；北部发挥城市魅力，兜底

保障民生，围绕村社股份制改革

抓管理，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抓创新，提高村（社区）股份经济

合作社资产资源利用水平，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激发内生蓬勃动

力。

西湖区实施“千万工程”的实

践证明，在思想重视、行动坚决、

举措有力的基础上，方法理念科

学有效、为民情怀深沉质朴、战略

谋划严谨务实，是引领乡村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千万

工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法宝。

科学有效的方法理念是工作

的第一要素。要掌握顶层规划、

统筹兼顾、调查研究、科学推进的

方法理念，把握好稳扎稳打、循序

渐进、重点突出的节奏力度，一张

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求实效。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政于民、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

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最迫

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

更好地帮助基层破解困境瓶颈。

深沉质朴的为民情怀是工作

的不二法门。“千万工程”是一项

“德政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

程”。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保持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

民，不断造福人民，采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严谨务实的战略谋划是工作

的再三要求。要始终坚持高瞻远

瞩、守正创新的战略定力，进一步

加强机制创新、要素集成，努力推

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不断变革

重塑。要始终坚持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

推进，推动“千万工程”不断创造

新业绩、迈上新台阶。要始终坚

持自信自立、勇立潮头的担当品

格，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强力推

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

升，奋力谱写新时代美丽乡村示

范创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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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局

钟伟来稿说，日前，舟

山市登步黄金瓜协会凭借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商 标 专 用 权 质 押 登 记

证》，获得舟山市普陀农村

商业银行桃花支行2亿元

的授信。

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

对提高产品品质和声誉、

实施品牌战略、发展壮大

区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和带动农民增收等有着重

要意义。较一般产品而

言，带有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产品在“金字招牌”的

烘托下，更容易得到消费

者的青睐。用好一件地理

标志，做强一个品牌，可发

展一个产业，造福一方百

姓，促进乡村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和品牌化发展。但

一些地标产品规模小、区

域散，想要做大做强，往往

面临融资难等瓶颈，无法

在保护传承、集群发展中

开辟更大空间。而与普通类商标不同，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所有权往往归产业协会

所有，因此以产业协会名义将地理标志进

行质押统一授信，可解决农户无担保、无

抵押、融资难的问题，让地标产品真正成

为农民共同富裕的“摇钱树”。

在推进地理标志质押授信过程中，产

业协会要充分挖掘地理标志的资产价值，

使用好、管理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绝不

能出现重收费、轻监管、逐利化、滥用化等

现象。要制定管理规范，统一行业标准，

引导地标产品、农业企业、农户形成产业

联合体，实现集中生产、统一营销和品牌

建设，不断提升地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对于银行授信额度的分配，产业协会

更要遵循平等共享原则，确保符合条件的

会员均能“贷得到”。

推进质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贷

款，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变为资产的现实

意义。作为支农支小的金融主力军，涉农

银行要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通

过对地标产品进行贷款流程再造，提高地

标产业授信的便利性。要强化产业政策研

究，密切与行业协会合作，针对农户融资需

求特点，推出创新产品，提升业务效率，为

普惠小微农户量身定制融资解决方案，持

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期待在“批量增信”的杠杆效应下，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对名优特产的培优扶强

功能、对乡村振兴的助农富农功能进一步

显现，助力更多农户搭上“共富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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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

奋力谱写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新篇章

□尚智云 唐建华 叶祥青

二十年久久为功，“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杭州市西湖区深刻

把握“千万工程”蕴含的精髓要义和理念方法，探索出一条农居环境变革重

塑、产业发展加速集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融合美美与共的科学发展

路径。先后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县域数字发展先进县、全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基地等45项省

级以上荣誉称号。2022年，西湖区实现村级集体可分配收入24.6亿元，是

2003年的10.3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324元，是2003年的7.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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