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曜清

通讯员 刘一奇 罗鸷峰

衢州位于浙西山区，除了山多、水多，

农村劳动力也多。2003 年，当地为解决农

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升其综合素质，启动

了“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并于当年7月获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批示肯定。20余年

来，衢州市牢记嘱托，持之以恒实施“万名

农民素质工程”，走出了一条“培训农民、提

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共富之路。

追溯这项浩大工程的源头，要从一张

薄薄的“培训券”说起。“当时最早推出的培

训券面额有150元、200元、300元，农民可以

到县就业局、乡镇免费领取。”当记者提起

“培训券”时，时任常山县就业局局长蒋建

才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农民凭券可

参加缝纫、电脑设计、来料加工、家政服务

等各类培训。”培训内容紧扣农村需求，所

有费用由政府埋单，一经推出就受到农民

“热抢”。

在常山农民“培训券”成功运作的基础

上，这一“由政府埋单、农民自主选择培训”

的模式被推广运用到衢州各县（市、区），并

在之后的20余年里经历了多次迭代升级。

“今年我们还计划推出电子培训券，农民只

要点点手机，培训课程和培训安排等信息

就一目了然，还能通过手机直接领券。”衢

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小小“培训券”成为推动农民就业增收

的“利器”，当地的农民培训阵地、培训内容

也随之不断升级。衢州市以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为总校，各部门密切配合，先后打造了

1.0版新时期农民讲习所、2.0版农民学院、

3.0版乡村振兴学院、4.0版四省边际（衢州）

共富学院；培训内容从乡村传统产业向现

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近几年又增加

了农旅融合、高效生态农业、乡村运营师

等。20余年里，衢州市累计培训农村劳动

力120万名，培育“土专家”“田秀才”“电商

主播”等农村实用人才10万人次。他们在

三衢大地上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

手，成为激荡衢州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我也是‘学院派’出身哦！”来自衢州

市衢江区上方镇仙洞村的李玉仙早年曾是

一名农村代课老师，2012年，她先后参加了

三期由衢州农民学院组织的月嫂培训班，

并于2014年经考核筛选成为第一期“金牌

月嫂”培训班学员。李玉仙自豪地说，现在

她已成为一名“金牌”月嫂，在杭州月工资

近2万元，还成为了一家母婴护理一站式服

务平台的技术顾问。

“我们作为‘共富学院’的主要牵头单

位，打造了一批精品课堂和培训产品，为各

类乡土人才提升技能提供专业平台。”衢州

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华介

绍说。至今，衢州共富学院已累计培训“新

蓝领”18.5 万人次、“新农人”2.59 万人次。

以“衢州月嫂”为例，当地先后培训保姆和

月嫂2万余人次，“衢州月嫂”的品牌影响力

已从衢州扩展到江西、湖南、四川等省，带

动了一大批农村妇女就业。

“我们统筹构建联动式、立体式培训新

生态，培育了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乡村人才。”衢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衢州市将继续推动培训体

系、培训内容、培训服务、培训品牌、培训监

管迭代升级，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

同富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

果。作为“千万工程”发源地和率先实践

地，浙江怎么做好巩固拓展文章？记者蹲

点走访我省10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寻找

答案，感悟这些村以全场景、多维度、宽视

野、长周期的大数据记录的发展轨迹，成为

浙江实施“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的一个缩影。

如何打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浙江样

板？通过梳理农村固定观察点发展历程，

从中汲取“千万工程”经验，进而理清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

探索走出一条“重生态、整体美”的路

径。农村固定观察点杭州市临安区龙上村

在推进“千万工程”中，把整治村庄和经营

村庄结合起来，形成以攀岩运动为核心的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2023 年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突破百万元，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美丽经济。从龙上村的蝶变历程中不难

发现，乡村全面振兴一定是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结果。要立足

乡土特征、文化特质和地域特点，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着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

制，支持农民工多渠道灵活就业和自主创

业，让农民端上“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进一步立起“千万工程”之标。

探索走出一条“重规划、深度融”的路

径。以农村固定观察点湖州市南浔区永丰

村为例，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整

村搬迁，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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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南浔菱湖永丰村现代渔

业园区已累计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340万

元。永丰村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把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农业

标准地改革等有利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

各项改革，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写

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

迈向“城乡和美”之境。

探索走出一条“重产业、活力足”的路

径。无论是破釜沉舟将虾塘“改头换面”实

现租金收入翻6倍的舟山市普陀区青龙村，

还是靠“卖风景”吸引无数归乡人、新乡人

回村发展的丽水市莲都区河边村，亦或陆

续建起工厂、大型购物中心、住宅小区的宁

波市鄞州区庙堰村，“村村产业有特色、户

户创业有奔头、人人就业有门路”已成为浙

江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首要的是兴旺乡村产业，要在

“土”里挖掘资源、“特”上做强优势、“产”上

集群延链，创新发展农村电商、养生养老、

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等新业态。要大力推

进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点燃乡村人才

振兴“新引擎”，厚植浙江乡村经济兴、市场

活、百姓富的优势，进一步拓宽“全域共富”

之路。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

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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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将继续发挥农村固定观察点工

作“察实情、讲真话”的桥梁纽带作用，大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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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固定观察点有何“振兴密码”？

3 月 6 日，在金华

市婺城区蒋堂镇沙畈

村，妇女们身穿节日服

装，向游客推荐自己亲

手制作的地方特色美

食以及手作制品，庆祝

“三八”妇女节。沙畈

村是个水库移民村，移

民下山后，能在来料加

工点和共富工坊就近

上班，灵活创业就业。

吴潮宏 摄

乡土人才在三衢沃野显身手
衢州持续推进“万名农民素质工程”迭代升级

（上接第1版）

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立法必须先行。

全国人大代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

书记汪玉成表示，要加快制定“千万工程”条例，

实现立法与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相衔接相促

进，推动“千万工程”再出发再深化再提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

体育设施，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党

总支书记刘建明建议，加快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培养体育专业管理人才、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他说，专业化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维护成本较

高，建议政府加大投入，提升乡村公共健身设施

质量；加强乡村体育指导员、教练员等人才培

养，让乡村体育活动更加专业高效；加快乡村体

育产业与农业、商业、旅游、健康、养老、教育培

训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王澍表示，在深化“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的

道路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重视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探索开展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他建议，要像保护“生物多

样性”一样保护“文化多样性”，让空心化、千篇

一律的乡村重获内生性发展动力，成为更多都

市人爱去、常去的地方。

(本报记者李军综合新华社、浙江日报等报道)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项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将今年定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攻坚年，在全省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年度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今年将建成省级

标准化农作物秸秆收储中心100个，建设省级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10个，全省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到96%以上，其中秸秆离田利用率

30%，加快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秸秆综合利用

新格局。

《方案》指出，要提高秸秆科学还田水平，聚

力推广低留茬收割技术及秸秆科学还田技术，

筛选发布一批适用于当地主要农作物高效收割

和秸秆收集打捆机械，进一步提高秸秆粉碎、

深翻还田效率，因地制宜拓宽秸秆利用途径和

方式，挖掘秸秆再利用价值。要整县制建立健

全县、乡、村三级秸秆收储运体系，制定省级

标准化农作物秸秆收储中心建设导则，推动建

设300个区域性秸秆收储中心、1500个收储网

点。

《方案》要求，要创新秸秆利用技术模式，创

新推广秸秆生物基质、生物燃料、养殖饲料等技

术，探索推广“秸秆+”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协

同治理等模式。加快推动秸秆快腐菌剂与生物

酶研发及产业化，推进秸秆高效腐熟还田、秸秆

炭基肥生产工艺优化与增效利用等研发，加强

秸秆高效率低成本离田收集机具等装备研发，

打造适合浙江特点的秸秆利用装备体系。

《方案》强调，要培育秸秆产业化利用主体，

新建（改扩建）年利用秸秆量1000吨以上企业

50家，培育年利用秸秆量5000吨以上链主型企

业20家。研究制定秸秆产业化利用项目扶持

政策，支持秸秆利用企业向秸秆收集打捆、离田

收储及配送环节延伸，并通过产业联盟、企业订

单、户企对接等方式，健全“利用企业+收储主

体+农户”模式，提升秸秆离田消纳能力。

浙江启动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专项行动
综合利用率要达到96%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