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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3年

度浙江农业农村十大新闻。

这些新闻中，既有浙江“三农”的高

光时刻，也有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创新

举措，还有奋勇争先的累累硕果。一起

来感受这一年的精彩时刻。

1.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义乌李祖村

9 月 20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考察调研。他指

出，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

“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要再

接再厉，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取得更大成

绩。强调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

示范，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

差距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

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2.全国学习运用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在“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10月13日，

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

会在浙江召开。2023年，浙江坚持和深

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

兴浙江样板，创新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

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

进重大项目 1223 个，创建和美乡村（含

未来乡村）5045个，加快绘就“千村引领、

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卷。

3.粮食面积产量亩产创八年新高

12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

队公布，2023年我省粮食播种面积1537

万亩、产量127.8亿斤、亩产415.6公斤，均

创近八年新高，夏粮亩产增量和早稻面积

增量居全国第一。2023年，我省坚决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超额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大力推进粮油等

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深化落实

种粮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等政策，连作晚稻

百亩方亩产纪录刷新至839.73公斤，粮食

高产稳产基础持续夯实。

4.我省农民收入持续领跑全国

2023年，我省聚焦缩小“三大差距”，

深入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大力

实施村庄经营点亮乡村、先富带后富“三

同步”等行动，完善推广强村公司、“飞

地”抱团、“片区组团”三大经营机制，精

准施策推进农民农村“扩中”“提低”，充

分发挥农创客等主体联农带富作用，千

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全

省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

上的行政村占比超 56%，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继续缩小，低收入农户增收速度加

快，农民收入持续领跑全国。

5.乡村一产投资增速居全国前列

2023年，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持“项

目为王”，积极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一号改革工程”落地落实，围绕城乡提

升、千项万亿等重点工程，建立“1+2+

N”项目工作机制，强化项目服务、监测

调度、问题交办、投资激励、用地保障，谋

划实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633 个，完成

年度投资超118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26%，其中，全省乡村第一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44.8%，增速居全国前

列。

6.全国首个数字乡村建设规范
省级地方标准发布

2023 年 2 月，浙江发布全国首个县

域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省级地方标准

——《数字乡村建设规范》。《规范》从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生活、数字

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成为我

省建设全国唯一数字乡村引领区的重

要成果。2023年，我省深入实施数字经

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大力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累计认定数字农业工厂

417 家、未来农场 33 家、乡村数智生活

馆 137 家，“数字乡村引领区建设成果

展”成功亮相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

镇峰会。

7.“土特产”引领农业全产业链
总产值超2800亿元

浙江积极推进以“土特产”为重点的

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百链千

亿”行动，推进实施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

“百千”工程，累计建成产地冷藏保鲜设

施266个、冷链集配中心45个，成功创建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4 个，编制乡村

“土特产”全产业链图谱，发布两批全省

名优“土特产”百品榜，累计打造单条产

值超10亿元农业全产业链92条，总产值

超2800亿元。

8.我省再添一项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总数全国第一

11月10日,“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

种养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省总数达5项、

居全国第一。2023年，我省在全国率先

出台《关于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启动省域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形成“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全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的梯度培育

体系，湖州吴兴溇港圩田农业系统等入

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省

拥有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增至

17项，继续位列全国第一。

9.浙江破获
海上特大非法捕捞案件

8月至9月，我省渔业执法部门先后

两次调集海上渔政执法力量开展执法行

动，破获两起海上特大非法捕捞案件，共

抓获涉嫌非法捕捞船舶42艘（含渔运船

7 艘）、涉案人员 438 人，查获渔获物 3.1

万余箱共600余吨，是2023年全国查获

渔船数量和非法渔获物数量最大的案

件。2023年，我省创新实行涉海涉渔领

域“1510”督导检查工作机制，破解海上

渔业安全生产症结性问题，获农业农村

部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10.浙江乡村乘亚运东风
掀起体育热潮

乘着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东风，以

“村BA”为代表的体育赛事风靡乡村，连

续九年组织开展的“乡村振兴杯”农民篮

球赛，成为最受我省农民群众欢迎的品

牌体育赛事之一，被中央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和中国农民体协评选为“2023年农

民体育品牌赛事活动”。2023年，全省各

地举办县域乡村篮球赛共 846 场，参赛

队伍337支，参赛人数近5000人，观众超

800万人次，诸暨市店口镇农民篮球队获

得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东南

赛区第四名。

2023年度浙江农业农村十大新闻重磅发布
□本报记者 沈璐兰

走进德清县洛舍镇东衡

村，只见一幢幢闲置农房经过

修缮，摇身一变成为特色民

宿、手工艺品工坊和乡村旅游

接待点，既鼓了农民腰包，又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前这

些房子都是空荡荡的，现在每

年都能带来一笔可观收入。”

东衡村村民老张高兴地说。

通过将闲置农房出租给外来

投资者，村民们不仅能收到租

金，还能在家门口做点小生

意，增加收入。

闲置农房获“新生”，得益

于德清县宅基地制度改革的

推进和“百村万幢（套）农房盘

活利用工程”的实施。通过引

进社会资本激活、整治提升改

造盘活、城乡融合发展优化，

德清县打通多元化盘活路径，

将农村闲置农房转化为发展

乡村旅游、民宿、文化创意等

新业态的有效资源，为全国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

“在‘阿里拍卖’平台上，

可以方便地浏览和竞拍德清

县的闲置农房，既扩大了德

清闲置农房的投资群体，又

提高了交易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德清县农业农村局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负责人介绍，在保障集体土地

权属不变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流量、数据等

优势，将农村租赁住房与投资人需求对接，使信息渠

道更宽阔畅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形成政府、

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及投资者“四赢”的局面。截至

目前，德清县已累计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 8509 宗

3412亩，盘活房产价值41亿元，实现财产性增收4.69

亿元。

自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来，德清县坚

持创新驱动，激发改革动能，不断唤醒农村“沉睡”资

产，让闲置农房变成了“共富屋”。如探索建立全国首

个宅基地调查规范和建库规范，对全县所有宅基地进

行统一编码、统一入库，摸清全县农村宅基地规模、布

局、权属、利用状况等信息，为健全宅基地管理制度，

推动改革深化提供了基础分析数据；在全国首创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公积金贷款”，出台《“农居金服”

项目试点实施方案》，至今已办理公积金贷款18笔461

万元，贷款利率同比商业贷款下降三分之一，5年期以

下利率仅为2.6%，大幅减轻农民建房负担。

地活，村兴。眼下，德清县正布局新一轮闲置宅基

地激活计划。“我县坚持政策引领、农民自愿原则，把全

域土地整治自愿退出宅基地补偿标准从每平方米550

元提高到不低于补偿标准的2倍，并实施城镇开发边界

内宅基地退出置换房票制度，共退出宅基地299户，总

价14.2亿元，平均每户房票价值475万元，受到农民的

广泛欢迎。”德清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还

积极招引数字产业类、文化旅游类、咨询服务类等新经

济新业态落地，

进一步盘活闲置

农房，推动城乡

资源要素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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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温岭市太平街道新年饰品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市民们纷纷选购灯笼、春联、年画、挂件等，准备红红火火过大年。图

为1月17日，在一家饰品店里，一位市民正在选购卡通龙挂件、中国结等。 周学军 张鲜红 摄

龙年饰品俏销龙年饰品俏销

(上接第1版）

“产业要健康发展，产销对接是重要一环。”省农

业农村厅产业信息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采用“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方式，筹办了一批展会活动，助力

产销高效衔接。例如，2023年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

博览会，吸引14.2万人次前来参观采购，实现茶叶现场

交易量 145.2 吨、交易额 1.73 亿元，意向交易额 38 亿

元；2023浙江农博会参观人次超25万，现场交易额近

1.9亿元，签署订货合同711项、签订合同金额10.8亿

元，网上交易额突破1977.5万元……“我省将持续做好

产业兴旺这篇文章，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向前。”省农业

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

农民增收看 里“““浙浙浙”””

——闲置农房盘活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