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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德

清县新市镇宋市村

举办第五届幸福

宴，组织文艺工作

者为村民表演戏

曲，送福字、春联

等，让村民在家门

口乐享文化盛宴，

欢欢喜喜迎新年。

图为志愿者为村民

书写春联和“福”

字。

王树成 摄

村民乐享村民乐享
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浙江日报记者 陆乐

本报讯 12 月 28 日上午，省委副

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

捷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

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深刻认识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极端重要性、深化提升新时代

“千万工程”的全局引领性、集中力量抓

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实事的现实

紧迫性，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美

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善治、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持续擦亮浙江“千万工程”金名

片，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

刘捷充分肯定2023年全省“三农”工

作，指出做实做好2024年全省农业农村

各项工作，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生产主

动权，把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作为“三

农”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坚持党政同责，

建好用好良田，加大政策支持，在尊重

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深化

“两非”整治，加强冬闲田开发利用，积

极探索在耕地资源稀缺条件下守住粮

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底线的新路子。要

持续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做好“土特

产”活化、转化、市场化文章，推动人才

链、产业链、价值链高质量发展，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一体塑造

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新优势，加大力度

实施农业“双强”行动，深化农村综合改

革，加快走出一条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之

路。要高度重视秸秆露天焚烧整治，加

强科技攻关和综合利用，加快在“疏”的

方面率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良好经

验。要锻造乡村风貌长板、补齐公共服

务短板，推动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在

乡村可落地可持续，因地制宜推广基层

在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

域好经验好做法。要夯实“三农”工作

基本盘，坚持党建统领，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落实土

地出让收入和新增用地指标优先用于

农业农村的政策。

李岩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三

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省委农办关

于2023年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

况和2024年“三农”重点工作思路的汇

报，审议了有关政策文件。省科技厅、

省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

康委、人行浙江省分行分别汇报有关重

点工作任务情况。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俯瞰安吉县天荒坪镇，大家的目光

都会被一座特殊的建筑“余村印象”所

吸引，这是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青年

图书馆和创意田园，是我国首个全生命

期碳中和建筑。“图书馆屋顶装有储能

电池，能为展厅内空调等设备提供电

能，多余电能可以就地存储。依靠可再

生能源光伏发电系统，我们可以进行

‘碳抵消’，实现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

项目负责人乐文浩介绍。

安吉，如同一扇窗，映射出浙江和

美乡村的模样。

今年以来，我省全方位推动“千万

工程”再出发、再深化、再提升，让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一步步成为现实。目前，

我省已创建5045个和美乡村（含未来乡

村），一幅“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

富、城乡和美”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以人为本，数字赋能，是建设和美

乡村、打造未来乡村的题中要义。如松

阳县雅溪口村投资50万元打造共享智

慧医疗，引进“云诊机”设备，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便捷问诊；德清县五四村通

过“数字乡村一张图”，将智能垃圾回

收、乡村环境监测等各类数据接入其

中，实现人居环境全闭环数字化管理。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民

生服务提升，合理规划建设乡村治理、

公共服务、乡村产业、乡村运营等数字

化应用场景，实现未来乡村产业数字

化、治理智慧化、生活现代化。“‘浙里

未来乡村在线’数字化平台服务端主

要提供便捷即时、优质高效、适农适老

的治理和服务应用，治理端可以对全

省未来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等项目

在创建申报、过程监管、成效评价、范

例展示等方面进行全流程线上管理，

有力推动数字技术与未来乡村建设深

度融合。”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业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已有注册用户25.16

万人，工作台覆盖全省 87 个涉农县

（市、区）。

今年以来，我省还充分挖掘各地特

色传统文化精髓，进一步打造未来乡村

文化印记。如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

通过布局创客空间、乡村研学、非遗项

目等多种业态，打造了集创业指导、创

业孵化于一体的“国际文化创客村”，吸

引越来越多国内外创客来李祖村就业、

创业。义乌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

李祖村运营团队“CEO”金靖介绍，目

前，村里有230多名创客，累计带动消费

5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2500元。

“我省将以深化‘千万工程’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引领，以人本化、生

态化、数字化为方向，以原乡人、归乡

人、新乡人为建设主体，以乡土味、乡亲

味、乡愁味为建设特色，不断健全组织

保障、资金保障、政策供给、督查考核等

工作机制，加快推进集‘美丽乡村+数字

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

于一体的未来乡村建设，努力绘就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

刘捷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持续擦亮“千万工程”金名片 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

绿色低碳 数字赋能 文化传承

“浙”里乡村描绘新图景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联合印发《〈浙江省农

业技术中、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浙江

省农业工程专业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

条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详细内容见今日5版），

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职称评

审条件和细则，旨在为我省

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营造

更好环境。

《通知》规定，从事农艺、

畜牧、兽医、农业工程、水产

（渔业）工程等领域技术研发

和推广应用工作的在职在岗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任

职资格，分正常申报、自评分

申报、技能人才申报、转（兼）

评申报、标志性业绩申报五

种途径，从技术能力素质、业

绩水平成果、科技技能奖项、

学术成果、工作综合表现五

方面进行量化赋分。

完善后的职称评定渠道

更加融合畅通。如统一生产

经营主体和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申报标准，规范学历

条件、年限规定、逐级申报等

要求，适当降低农业技术系

列中级职称的申报学历条

件，打通行业专业限制，农

艺、畜牧、兽医等专业以及高

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都

可以贯通申报。

完善后的职称评定机制

更加突出业绩水平和实际贡

献，评定标准更加科学精准

量化。如首次将专业技术人

员以挂职、抽调等形式参与

中心重点工作的数量质量和

实际表现纳入职称评审业绩条件；结合农业技术系列和农

业工程系列的自身特点，分别制定了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

量化评价表，并在农业工程量化评价表中新增“农业工程

项目”指标；降低论文赋分比重，增加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和

调研报告的赋分比重等。

“此次完善农业技术（工程）职称评价条件，坚持能力、

实绩、贡献的人才评价导向，鼓励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服务，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有关负责人

表示，我省将通过设置合理、覆盖全面、评价科学、管理规

范的农业农村专业人才职称制度，选出一批批有实打实真

本事的“田秀才”“土专家”，为奋力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浙江先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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