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新春伊始，省委、省政

府举行了2024年全省“千项万亿”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吹响了我省

2024 年重大项目开工的“冲锋号”。

其中，农业农村领域共有6个项目集

中开工（投产），涉及总投资 39.7 亿

元。近日，记者走进这些农业农村

领域重大项目现场，感受热火朝天

的建设氛围。

杭州市余杭区宏盛粮油生产加

工产业园项目是这 6 个项目中的 1

个。走进位于余杭区仁和街道的

宏盛粮油智能制造生产和粮食保

供应急仓储基地，让人不禁感叹科

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改变。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正在建设的

二期项目，计划今年6月投入使用。”

宏盛粮油总经理严国伟介绍说，该

项目总投资 6.2 亿元，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年加工大米 10 万吨智能自

动化全段流程大米生产线 1 条、年

加工食用油 10 万吨智能化食用油

罐装生产线 4 条、配套建设高标准

成品粮仓等。项目投用后，公司可

全面实现“机器换人”，并进一步提

升仓储配送能力，完善现代供应链

体系，把粮食从“田间”一路送达

“餐桌”。“项目投产后，基地将成为

现代化的粮油数字工厂，实现年产

值 10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70 个。”

严国伟说。

同样作为集中开工项目之一的

南浔春禾智慧农业产业园，这几天

也在紧锣密鼓施工。该项目总投资

约5.5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玻璃

温室大棚、水肥间、能源站、无人巡

检机、采摘机器人、保鲜区、卸货包

装仓储中心等。“玻璃温室大棚将采

用空气源热泵以及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还

能节约水资源。”南浔春禾智慧农业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佘勇介绍，项目

将以“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实现就业培训、种苗供给、模

式复制、保底回购一体化，带动周边

农户增收。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4 年，我们要‘拼字当头’以

‘项目为王、企业为重’，聚焦产业发

展抓项目，聚焦民生福祉抓项目，聚

焦城乡融合抓项目，全力抓重大项

目推进，持续优化农业投资环境，强

化重大项目招引和政策保障，全面

推进浙江农业农村有效投资落地生

效。”

□本报记者 李军

日前，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

在杭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和全省“新春第一会”精

神，全面总结去年农业农村工作成

绩经验，对今年“三农”工作的方向

思路、重点任务和抓法打法，以及深

入开展“巩固提升年”活动等作了部

署，吹响了“感恩奋进再出发，巩固

提升续华章，加快绘就新时代‘千万

工程’新图景”的动员令。

回溯过往，浙江“三农”工作从

2021年的“本质建设年”到2022年的

“变革重塑年”，从2023年的“创新争

先年”到今年的“巩固提升年”，始终

在改革创新中不断迭代升级、谱写

新篇。今年要聚焦“稳”“进”“立”，

以一以贯之、一贯到底的战略定力，

将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

动推向纵深。要一手抓巩固，把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农民增

收、安全生产等基础性、战略性的工

作全力稳住；一手抓提升，强化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在转变方式、调优

结构、提升质量、增强效益等方面创

新突破，稳住“三农”基本盘，交出改

革突破新答卷。

要在巩固提升中找准奋进坐

标。在新征程中，必须拓展农村改

革探路者、城乡融合先行者、乡村

振兴排头兵这三大使命内涵，为奋

进 新 一 年“ 三 农 ”工 作 找 准 发 力

点。要强力推进“三农”领域改革

攻坚、率先突破，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蹚出一条路子来；要加

快构建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

制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先行突破；

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扬

优势，加快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浙江

样板。

要在巩固提升中善用工作方

法。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事业成功的

关键。当前，浙江“三农”工作正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

风险挑战。要不断深化对“三农”工

作规律性的认识，坚持“主动想、重

点干、善沟通、出经验”工作理念，坚

持和运用好系统观念抓统筹、除险

保安守底线、问题导向补短板、守正

创新促改革、提能强质壮队伍、走在

前列创品牌“六项要求”，确保各方

力量系统联动、抢抓机遇，全力打造

更多“三农”亮丽风景。

要在巩固提升中抓实重点任

务。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把新时

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作为

农业农村工作的主抓手。面对新形

势新问题，必须准确把握“369”行动

新内涵新要求，在确保实现粮食“九

连增”、做深做透乡村“土特产”文

章、加快农业领域“四换三名”、推进

和美乡村“三提升”、实施城乡融合

“千亿投资项目”、激发农村改革新

动能、焕发农耕文化“新活力”、实现

数字乡村发展“五连冠”、实施现代

“新农人”培育行动等九方面持续发

力，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

使出“洪荒”之力、下足“绣花”功夫，

推动浙江“三农”工作全面过硬、全

域提升、全程领跑。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

巨，更显荣光。在加快打造乡村全

面振兴浙江样板的新征程上，我们

要坚决扛起使命担当，巩固提升奋

勇前进，以深入实施“千万工程”为

抓手，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贡献更多

“三农”力量。

浙 农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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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巩固提升改革突破冲锋号

2月27日，游客

在湖州市吴兴区西

塞山旅游度假区的

瀛 洲 梅 园 赏 花 游

玩。随着气温回暖，

瀛洲梅园的千亩梅

花竞相开放，美不胜

收。梅园建有梅林

观光木栈道，并设有

12 座观梅亭，串联

起一条供游客赏梅、

闻香、观景、留影的

绝佳路线。

何伟卫 摄

梅花盛开引客来梅花盛开引客来

全省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项目建设提速
(上接第1版）

王浩强调，实施公共服务

“七优享”工程，是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举

措，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重要任务，是重大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擦亮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底色，努力在公共服务普惠

性、均衡性上有新突破，在群众

的有感可及上有新突破，在标

志性成果打造上有新突破。重

点要狠抓“七优享”和民生实事

项目落地落实，全力推进重大

项目早开工、快建设，高标准高

质量办好民生实事，做到事事

有着落、件件能对账，言必信、

行必果。要科学高效配置公共

服务资源，加强公共服务科学规

划，按照“可拓展、可转换、能兼

容”原则，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利

用效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要

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加快推动舟山先行试点取得实

质性成果，深化淳安、龙游、景宁

等山区县试点，及时总结经验，

放大试点效应。要聚焦“一老一

小”重点人群，大力推动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加快推

进托育、养老等融合服务场景建

设，加强失能失智老人、困境儿

童、残疾人等群体的救助帮扶，

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

从浙北平原到浙南山区，

从浙东海岛到浙西峡谷，浙江

的1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类型和

特点各不相同，在探索乡村振

兴新路径上也是“各显神通”。

与大多数海岛渔村一样，

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青龙村的

村民靠水产养殖为生，但养虾

是“靠天吃饭”的行当，多是“赚

一年，亏一年，平一年”。2019

年，村支书周友军参观了其他

村改造完成的虾塘后，回家算

了笔账：村里现有 6 个虾塘，如

对虾塘进行标准化提升改造，不

仅能增加面积，承包费也能从每

亩每年800元涨到3000元。周

友军便向政府申报项目，带领大

伙儿将虾塘“改头换面”。如今，

村里虾塘面积已拓展至120亩，

虾塘出租收入也从2019年的每

年每亩800元提升至2023年的

每年每亩4000元，每年为村集体

带来48万元收入，是过去虾塘出

租收入的近6倍。

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河

边村，如今和大港头村、堰头村

共享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古堰画乡，也多了一群新

的“常驻民”——慕名而来的画

家和美术生，放弃城市工作前

来开咖啡店的“新农人”，以及

用手艺与世界沟通的非遗传承

人等等。氤氲的水乡美景交融

下，古堰画乡吸引着全国各地

的游客，成为长假期间丽水的

“网红”旅游地。

温岭市滨海镇永进新村也

探索出一条适宜自身发展的新

路子。“永进新村通过土地治

理、开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极

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村里

现有葡萄种植大户 10 户，种植

面积120多亩，带动本村村民就

业近百余人。”温岭市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市

里计划在滨海镇新建1200亩农

业“标准地”，引进更多实力雄

厚的经营主体入驻，为村民在

家门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

些村庄成为浙江用“千万工程”

经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

诠释，不仅在环境整治、经济发

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

为周边村庄乃至全国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和范例。

相信，在推动新时代“千万

工程”再出发再深化再提升、加

快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浙江样板

的赶考之路上，之江大地关于乡

村振兴的新故事将不断续写。

村庄蝶变记
（紧接第 1 版）这是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后，永丰村村民在“新

家”过的第二个春节。“搬到新

村后，我骑电瓶车到镇上只要

十来分钟，小病小痛在家门口

的卫生服务站就能看，生活真

方便！”75岁的邹卯发对政府拆

迁安置工作连连称赞。

“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和宅基地盘活利用，永丰

村不仅整治出美丽环境，更唤

醒了沉睡的‘金土地’，为产业

发展腾挪出更大空间。以南浔

菱湖永丰村现代渔业园区为

例，园区内现有养殖户30余家，

总规模达 1030 亩，建成后已累

计带动村集体增收 340 万元。”

菱湖镇副镇长沈峰勇介绍。

永丰村，只是浙江城乡融

合发展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访

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发现，像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位于宁

波市鄞州区近郊的庙堰村，整

村搬迁后，陆续建起了工厂、大

型购物中心、住宅小区等，村民

直呼：“在村里生活跟在城里没

两样”。再如嘉兴市南湖区余

新镇余北村实行组团式网格化

管理，组建幸福“五金”志愿服务

团队，为村民排忧解难……

近年来，我省以“城乡一盘

棋”理念，加快梳理和破解城乡

融合发展堵点,推动城镇优质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向乡村延伸，

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让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的新

时代“田园梦”逐步变为现实。

赏：各美其美的共富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