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丽水市坚持以

“八八战略”为总引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

工程”，构建“五大共同体”，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一是构建农业、农村和农民

“三农”融合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二是构

建生产高质量、生活高品质、生态高安全

“三生”融合共生的社会共同体。三是构

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产”

融合共兴的经济共同体。四是构建数字

化、智能化、生物化“三化”融合赋能的科

创共同体。五是构建农民主体、政府主导、

市场主推“三方”融合共推事业共同体。

构建“五大共同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三大乡村”，推进乡村环境品质化提升

一是建设花园乡村。深化“五型村

庄”布局，留住“乡愁田园”底蕴，建设“山

水花园”乡村，点面结合，串点成线，建成

立体式、花园型、全景观的新乡村，呈现

丽水版“富春山居图”。

二是建设品质乡村。推进品牌乡村

创建。打造县域特色品牌，形成“一带三

区”“一县一品牌”格局；打造村域主题品

牌，按照“一村一主题”定位，结合山水、

人文、产业、治理等个性特点，展示乡村

的差异性，克服千村一面的弊端。推进

“一带六小七馆”建设。因村制宜实施

“环村绿化带，村内小菜园、小竹园、小池

塘、小树林、小花圃、小广场”“六小”建

设，美化村庄、保持农味；因文制宜设计

嵌入“村史馆、科普馆、民俗馆、农耕馆、

博物馆、非遗馆、收藏馆”等“七馆”建设

内容，强化农文旅融合，提升乡村魅力。

三是建设未来富丽乡村。作为“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示范样板，富

丽乡村将是农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市民休闲养生的生态乐园，也是留得住

乡愁的文化故园、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

家园，还是发展美丽经济的产业新园和

数字赋能的智慧e园。丽水市按照城乡

公共服务大融合要求，构建城乡普惠高

效服务体系，通过环境整治和经营开发

相结合方式，系统性推进产业兴旺的特

色乡村、美丽宜居的花园乡村、留住乡愁

的人文乡村、睦邻和谐的善治乡村、城乡

融合的开放乡村、智慧赋能的数字乡村、

服务完备的无忧乡村、共创共享的共富

乡村建设。

来稿摘登

王水成来稿说，每到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一些农村车满为患，

有的停靠在路边，有的停在房前

屋后，有的甚至干脆被“塞”在弄

堂口……乡村出现“停车难”，让

人既喜又忧。喜的是农民生活水

平提高了，忧的是周围百姓正常

出行受到影响，也影响了村容村

貌。

如何解决节假日农村“停车

难”“难停车”的问题？笔者建议，

首先，对农村停车行为进行综合

治理，让有车一族规范停车。其

次，要划出一块零时“停车场地”，

供有车族有序停车。第三，发动

志愿者进行有效管理。

春节来临，
农村“停车难”不能忽视

徐曙光来稿说，最近，多地乡

村上演了文艺晚会，热闹有趣的

“村晚”给当地村民带去欢声笑

语，也成为乡村浓厚年味的生动

注脚。

近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吃

穿不愁，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也日益增长。然而，在一些农村，

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仍十分单

调，经常可以看到，每逢节假日，

不是吃吃喝喝，就是打牌搓麻将

等，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过节陋

习与精神文明建设格格不入。

笔者以为，乡村“春晚”之所

以受广大村民喜爱，是因为它接

地气，贴近基层群众。乡村“春

晚”虽没有大牌名星或著名演员

加盟，参与演出的都是一些相互

熟悉、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但演

出的节目通俗易懂，很适合当地

群众的口味。

乡村“春晚”不仅丰富了广大

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可以通过

演出让村民远离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改掉以往那种陈旧的过节陋

习，焕发良好的精神风貌，为乡村

振兴助力。愿这样深受农民喜爱

的草根“春晚”在各地乡村多些，

再多些。

乡村“春晚”多多益善

锚定“三大方向”，推进农业产业链迭代升级

一是大力推广良种良技良法。坚持

引进良种与自育良种相结合，为农产品

升级换代提供种源支撑；大力引进和推

广先进技术，着力提升全市种养业、加工

业应用先进技术的水平和普及率；大力

推广规模化设施农业，实现农产品量质

齐升。

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主体

联农、服务带农、政策强农，积极把广大

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大力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设立农产品加工

园区，组建专班开展专项招商招才，充分

调动投资主体的热情，实现做强二产、联

动三产、带大一产的目标。大力推进农

业规模化经营，通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负责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的方式，实

行村企合作经营，让农民获得流转和经

营分红的“双份收入”，实现村集体经济

和村民双增收。

三是探索新时代发展壮大乡村集体

经济的“五化”协同新路子。大力推动

村集体组织“组团化”发展、经济“品牌

化”经营、产业“绿色化”升级、治理“数

字化”赋能和人才“雁阵化”培育。打破

村域界限，探索成立强村公司，深化完

善“联社+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实现生

产经营多样化和专业化，积极打造区域

特色品牌，增加村集体及村民收入。以

“两进两回”为抓手，吸引人才返乡投身

农业，鼓励强村公司聘请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养一批优秀的村集体经济发展

“领头雁”。

培育“三化五型”人才，推进农民市民融合发展

一是培育“三化五型”人才。按照市

场有效、政府有为、农民有劲的思路，积

极培育不以户籍为依据，而以分工分业

为基础的职业化、专业化、素质化农村

劳动者，推动包括“专业化、职业化从事

现代农业的农创客等“五型”人才扎根

乡村。

二是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围绕“大

搬快聚”五年行动规划，进一步加大搬迁

安置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山区农民进

城集聚。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保障进

城农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享

受同城同待遇，实现进城农民无差别融合

城市社区，消除城乡二元“隔离墙”。

三是推进城乡社区和城乡居民融合

发展。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

农民职业化、农民工技能化和外地人口

本地化，实现城乡居民双向转化和人的

全面发展，构建城乡共创共富共享新路

径。顺势规划建设城乡融合新社区，因

地制宜撤并村落居住地，鼓励发展乡村

旅游、民宿、康养等美丽经济新业态，让

农民集聚的城乡融合新社区成为美好共

富、和谐安定的新家园。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推进农村制度改革创新

一是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建立宅

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合理分配宅基地复

垦所得利益。制定农房拆除“货币化”补

偿惠民政策，提高农民积极性。推进农

村宅基地复垦，实现政府、村集体、农户

“三增收”。

二是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资源。用好

用足“大搬快聚”政策，统筹国家传统村落

创建，整合历史文化村落、老屋拯救、古村

复兴等资源，对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闲置

农房，实行保护性开发，活化沉睡资源。

三是盘活农村集体所有房地资源。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厘清农

村闲置房地资源产权，加快建立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地价评估体系，

充分运用现有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探索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闲置房地资源激

活利用。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让“红绿融合”交相辉映

一是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点绿成

金”。深化“山”字系品牌影响力。加大

“丽水山耕”精深加工企业覆盖面，优化

“丽水山居”农家乐民宿发展环境，加快

打造“丽水山景”乡村旅游景区村、美丽

休闲乡村，延伸打造“丽水山泉”“丽水山

路”品牌，推动丽水特色小吃产业规范化

发展，打响丽水区域公用品牌，让美丽业

态和美丽生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美好生

活。优化乡村产品销售平台。加大农村

人才的技能培训，不断壮大农产品网销

队伍。紧密对接大型电商平台，建立农

产品直播基地和仓储基地，努力开辟网

销快车道。加快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统一的农产品溯源体系、供应链

金融体系、冷链物流体系等，夯实乡村电

商基础。

二是传承红色文化，实现“红绿融

合”。注重培育红色文化软实力。自觉

将“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

浙西南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引领纳入乡

村振兴，在塑造鲜明的城市精神气质、

积淀深厚的人文内涵上先行示范。在绿

色优势的基础上整合红色资源，实施红

色基地、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红色村镇

和基础设施五大优化工程，打响“红色

浙西南、绿色新丽水”品牌。深入挖掘

浙西南的红色历史、革命故事，以红色

革命精神激活高质量绿色发展潜能，推

动和促进红色文化、红色旅游、乡村民

俗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红绿融合”丽

水样板。

作者单位：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项根森 叶理川

近年来，丽水市结合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按照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持久创新实践“两山”理念，坚定厉行“丽水之干”，全面打造共同富裕美

好社会山区样板，扎实走出了一条符合丽水实际、“红绿”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4年 2月3日 星期六 6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论 坛

丽水推进乡村振兴的六大路径

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