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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余勤

本报讯 2月29日下午，县城承载

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部署推进

会在杭州召开。省长王浩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省两会工作部

署，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李岩益作部署讲话，尹学群、姚高

员、汤飞帆出席。会上，省农业农村厅、

省政府办公厅分别通报县城承载能力

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2023年工作

情况、2024年工作谋划和任务，宁波市、

温州市、衢州市、舟山市作交流发言。

王浩肯定两项工程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明确今年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他强调，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我省统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

续缩小“三大差距”，进而推动全省域均

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千万

工程”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突出项目为

王、产业为基、融合为要、民生为本，强

化改革突破和政策牵引，加快促进城乡

共同繁荣，确保实现县城承载辐射功能

更强，乡村全面振兴步伐更快，城乡协

调发展水平更高。重点要在产业一体

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深入实施乡村“土特产”提升

行动，建立健全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机

制，加快构建基础实、结构优、韧性强的

县域产业体系。要在公共服务一体融

合上取得新突破，做好规划布局、服务

标准、政策配套一体化的文章，形成一

批标志性成果。要在基础设施一体融

合上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城乡交通基

础设施内畅外联，持续优化新型基础设

施布局，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增

强县域基础设施的承载和服务能力。

要在资源要素配置一体融合上取得新

突破，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

革，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保障，牵引城乡

融合发展。要在城乡居民持续增收上

取得新突破，把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特别

是低收入农户增收作为重中之重，完善

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努力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绝对值的差距。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李松

一年之计在于春。2 月 28

日，在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青马

村新青马农场，记者看到种粮大

户唐海峰正抢抓农时，在田头翻

耕、除草，忙得不亦乐乎。连日

来，在之江大地，像唐海峰这样

的农户随处可见，即便寒风凛

冽，也无法阻挡他们抢抓时机、

奋力备耕、加强春管的脚步。

唐海峰说，今年，他计划种

植 早 稻 3000 余 亩 ，其 中 机 插

2000余亩，相较去年大幅增长。

“现在政府对机械化种粮的补贴

力度很大，也很及时。”说起为什

么大力扩大早稻机插面积，他一

语道破天机。今年，越城区将进

一步加大对机械化种粮的扶持

力度，对机插水稻面积100亩及

以上的生产主体，按实际机插面

积，在各级种粮补贴的基础上额

外给予每亩150元奖补，大大减

轻农户在前期机插育秧上的成

本负担。

为保障春季农业生产顺利

推进，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

了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

技术，开展“春耕备耕 农技先

行”活动，针对近期低温天气，第

一时间派出专家指导组，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春季田间

管理，提供防灾减灾技术服务。各地农技人员也深入基层

一线，强化苗情监测、技术集成、示范推广等，护航春季农

业生产。

在我省率先引进水稻钵苗摆栽机械，并创新性应用于

双季稻生产的台州市，近几年集成了一套良机良种良法配

套、农机农艺融合的技术体系，有效规避台风灾害，破解晚

稻机插瓶颈，助力全市双季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十连增”。

台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市水稻

钵苗机插技术应用面积已达到3万亩以上，占全省应用面

积的90%以上，广受当地农户好评。”

临海市积极引导当地农事服务中心，推广先进适用的

农业品种、技术、装备等，助力春耕生产。截至目前，当地

3家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共承接早稻育秧4000亩、育种1

万亩；出动拖拉机、插秧机、无人机等100余台，服务春备

耕生产。

农资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走进台州市农资股份

有限公司仓库，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化肥、农药、农膜等

生产物资。“今年我们的农药储备量相比去年增加了近250

吨，达到750吨，后续还会陆续调入。”该公司作物服务中

心经理魏罗华说，今年各类农资储备数量充足。“现在农资

服务很周到，种子已提前预订，化肥、农药等都能送货上

门，非常省心。”温岭市箬横镇种粮大户朱国聪告诉记者。

近期，全省农业农村部门进一步加强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需求调度，加密农资行情监测，满足春季农业生产

需要。据测算，今年全省春耕化肥需求约55万吨，省内经

销商已备货约75万吨，供应保障充足；小麦和油菜防治用

药到位率达到100%；水稻除草剂需求约0.5万吨，省内农

药生产厂家除草剂库存2.5万吨，能满足需求。

据业务调度显示，今年全省早稻种植意向面积192.8

万亩，同比增9.5万亩；冬种小麦271.2万亩、同比增11.2万

亩，油菜216.4万亩、同比增9万亩。目前，小麦处于苗期

至拔节期，油菜处于苗期至蕾薹期，一二类苗占比分别达

到 80% 以 上 和

70%以上，总体

苗情好于去年。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初春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杭州市临

安区高虹镇龙上村，小溪穿林而过，山

间散布着精美小木屋，空气格外清新。

难以想象，如今游客往来熙攘的龙上

村，以前曾是一个“空心村”。

龙上村的蝶变源自“千万工程”的

实施。作为我省10个全国农村固定观

察点之一，龙上村已持续开展农村经济

社会调查38年，不仅记录了自身的发展

轨迹，而且成为浙江实施“千万工程”、

造就万千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日前，记者走访了我省多个农村固

定观察点，在一幅幅和美乡村新图景

中，寻找浙江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

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

和实践范例。

听：绿色发展的拔节之声
龙上村地处浙西北的天目山东麓，

林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2017

年，区里整合龙上、石门、大山3个村的

自然资源，打造‘龙门秘境’村落景区。

自景区运营以来，村里人气越来越旺。”

龙上村党支部书记罗安洲说，如今“龙

门秘境”村落景区已成为攀岩和户外运

动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累计接待游客

20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730 万

元。

村落景区的成功运营，让小山村里

的每一个人都嗅到了绿水青山蕴藏的

商机，大家纷纷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乡村

民宿。如今,该村已有中高端民宿 27

家。农创客盛一平将自家老宅改造成

了集休闲、观光、住宿、餐饮、露营于一

体的“村上春花”乡村民宿，今年春节期

间，“村上春花”10个房间早早被订满，

每个房间的价格在 300—800 元不等。

“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游客

过来玩很方便，加上我家位置好，大伙

儿争相来体验山间生活，客源越来越

广，今年争取营业收入实现翻番。”盛一

平信心十足地说。

越来越旺的人气，激活了龙上村的

集体经济。“村里闲置房收购再租赁和

村集体征收土地，带来租金收入 42 万

元。去年，村里还举办了全省第四届水

上抱石精英挑战赛等多项赛事，带来收

益 22 万余元。另外，还有民宿投资收

益 8.5 万元、老电站分红 1.2 万元等。”

说起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龙上村调查

员盛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仅从

全村记账户来看，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从2003年的7778元增加到去年的

5.8 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更是从

2003年的几乎空白提高到2023年的突

破百万元。

看：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
龙年新春，记者走进位于城郊接合

部的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永丰村金和

苑小区，只见房屋整齐划一，景观绿化

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都贴着红对联，挂

着红灯笼，一派喜气洋洋。

（下转第2版）

好
雨
知
时
节

春
光
不
辜
负

我
省
紧
锣
密
鼓
推
进
春
耕
备
耕

王浩在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部署推进会上强调

项目为王产业为基融合为要民生为本
加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村庄蝶变记
——从农村固定观察点看浙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月 28 日，在建

德市航头镇航川村水

果玉米种植基地大棚

里，农户们正忙着移

栽水果玉米秧苗。这

批水果玉米预计到 5

月中旬就可抢鲜上

市，比传统露天种植

玉米提早一个多月。

宁文武 摄

大棚秧苗移栽忙大棚秧苗移栽忙

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