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编辑：程益新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99297510@163.com
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3

走进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

村，连片桃花正相继绽放，农田耕作与

乡间景观相映成趣。“以前是人人想做

城里人，现在是城里人向往乡下的生

活，都跑来观景、赏花、吃农家饭了。”

三星村村民应敏华在自家农家乐里喜

气洋洋地接待着一拨拨客人。

三星村种植水蜜桃已有一百多年

历史，产出的水蜜桃久负盛名。借助

繁花似锦的千亩桃林优势，该村每年

举办大型桃主体文旅活动，打响了“桃

源三星”美丽乡村品牌，吸引了大批游

客，带动民宿、农家乐、餐饮业的发展，

实现了“从卖桃到卖风景”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桃子要卖到城里

得走水路，父母进趟城往往需要老半

天；十年前，通镇、通村的公路慢慢修

起来，可以开着小汽车将桃子卖到城

里；如今，更是实现了足不出户直播卖

桃。”三星村村民陈林燕告诉记者，

2015 年，大学毕业的她回到家乡深耕

水蜜桃产业，和父母一起经营桃桃家

庭农场，每逢蜜桃丰收季，她就开启直

播，原汁原味地向广大网友展示水蜜

桃田间种植、采摘、品尝等内容，这样

的“写实”路线吸引了众多粉丝。

目前，三星村成功引育 10 余个产

业项目，打造三星村水蜜桃品控中心，

建设智慧桃园，2023年总产值达1.8亿

元，亩均 1.6 万元。此外，三星村还积

极开发了桃花酥、蜜桃宴、蜜桃酒等产

品，延长蜜桃产业链，极大地提升了产

品附加值。

如今在三星村，家家有产业，人人

有事业，农文旅“甜蜜产业”蒸蒸日上，

并不断刷新着“美丽经济”。随着旅游

业态的不断丰富，许多城里人也纷纷

来这里投资，掀起了驻乡创业的风

潮。三星村也入选浙江省美丽宜居示

范村，凭借和美乡村面貌再次出圈。

“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加快双向流

动，是南湖区实现‘城乡双向奔赴’的

关键。”南湖区农业农村与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农

民与农地之间不断松绑，南湖区得以

聚焦特色农业产业，发挥资源集聚优

势，打造省级现代农业开发区、农业经

济开发区等平台，定制美丽乡村精品

路线，提升和美乡村发展力和“吸金

力”。各镇、村积极培育农家乐、民宿、

咖啡茶吧等新业态，探索“村集体+企

业+农户”的村庄运营机制，走出了一

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双轮驱

动、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改革发展

成果城乡共享的统筹城乡发展共富之

路 。 2023 年 ，南 湖 区 城 镇 化 率 达

88.0%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8617 元，同比增长 6.8%，城乡居民收

入比缩小至1.42:1，成为全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最小地区之一。“接下来，我

们将进一步打通人才、技术等要素向

农村‘下沉’路径，持续形成新质生产

力，推动农村特色资源‘上行’，城乡关

系将更密切，互相依赖、互为市场、共

生共荣。”该负责人说。

随着国家15部委支持浙江率先实

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实施方案等重大政策相继出

台，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嘉湖片

区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加速迈进，全省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86，位居全国

前列。

城乡“协奏曲”怎样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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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生活跟以前在山沟沟

里相比安稳多了。”庆元县松源街

道同心新村居民叶忠武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回忆说，“我老家在百山

祖镇桐梓村，那里是地质灾害点，

碰上刮风下雨，全家都得担惊受

怕。”如今，他已住进县城宽敞明亮

的新房，享受天伦之乐。

庆元县“九山半水半分田”，是

典型的山地丘陵区，滑坡、崩塌和

泥石流等时有发生，是浙江地质灾

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当地投资 30 余亿元，相继在县城

周边建成安置小区5个，累计搬迁

5万人，占全县户籍人口的近四分

之一。而同心新村是全省最大的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生态移民安

置社区，占地面积 600 亩，目前三

期项目已全部完工，已安置 1.3 万

人。

搬迁农民进城仅仅是开始，如

何做好“后半篇文章”、解决进城后

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更是重

点。庆元县积极组织搬迁农民参

加电商、水电工、厨师、保育师和来

料加工等技能培训，并依托当地香

菇小镇等优势产业平台，组建“社

区—企业就业联盟”，鼓励引导企

业、社会公益性岗位优先聘用搬迁

农民，至今已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

万余个，实现搬迁农民“家门口就

业”。据统计，目前庆元县搬迁农

户人均收入超4万余元，高出全县

农民收入平均水平 1.5 万元以上。

搬迁居民陈金德笑着对记者说：

“自从搬进了新社区，不但安全有

保障，衣食住行都不愁啦。”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再实

现1.5万群众搬出大山、融入城镇，

推动城市扩容提升和公共服务集

成，实现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集聚

10万以上常住人口。”庆元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胡顺山介绍。

我省通过“一县一策”精准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进一步放大县城集聚、辐射、带

动效应。2023年，完成重大项目投

资 4504 亿 元 ，投 资 完 成 率 达

148.1%。全省县城人口占县域人

口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23个县

（市）进入中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

比上年增加5个，位居全国第二。

县城“蓄水池”何以扩容？ 乡村全面振兴路如何开拓？

“快看，这里有桑蚕博物馆，进去

看看吧！”跟随着学生春游的脚步，记

者来到了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桑园地

村，“桑”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

着悠久的种桑历史，生态环境优美，人

文底蕴深厚。

过去，该村曾因产业发展落后，集

体经营性收入每年仅30万元，是西湖

区集体经济薄弱村之一。而现在，全

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84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达4.7万元，实现了从经济

薄弱村到省级AAA级景区村庄、省级

善治示范村、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村的蝶变。其中秘诀何在？

“我们始终围绕深耕‘桑’文化这

条主线，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引进数字

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这才有了现在的

桑园地村。”村支书郑维欢道出其中玄

机。该村通过存量土地整合，以农桑

文化为主题开发建设蚕桑公园，并配

套桑蚕博物馆，联动附近的海皇星生

态休闲园，推出“桑蚕文化”体验线路，

去年为村里带去12万人流量，累计营

收超1700万元。

产业升级为桑园地村推进村庄智

治打下了坚实基础。该村整合村内医

疗资源打造“智慧健康小屋”，建立村

民医疗数据库和慢病管理系统，针对

“一老一小”需求开设特色中医理疗门

诊，并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自助检测、远

程问诊等功能，门诊日均接诊量在 50

人次左右；开发“乐居双浦”小程序跳

舞场地预约管理功能，利用定向声技

术，有效解决噪音扰民问题；无人商超

让数字生活惠及家家户户，日均交易

量2000元；集中数字化改造40亩共享

菜园，让村民多余蔬菜可以共享，促进

邻里和睦；开发未来乡村驾驶舱，一张

图掌握村民人口信息、出租户居住情

况，实现应急管理可视化……当地村

民想象中的未来生活场景在这里正逐

步变为现实。

“下一步，我们村将围绕乡村运营

和集体经济增收，以发展蚕桑文化的

研学体验产业、蚕桑衍生品、青少年教

育基地为重点，进一步擦亮桑园地的

村庄品牌。”郑维欢对村子的未来充满

信心。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率先制定和美乡村建

设导引和认定办法，和美乡村覆盖率

达25.5%，推动乡村加快具备现代生活

条件、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目前，全省共建成92条单条产值超10

亿元的全产业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突破4万元大关，继续位居全国

省区第一。

““绣花针绣花针””怎样绘好怎样绘好““锦绣图锦绣图””————
三问推进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三问推进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的浙江路径的浙江路径

□本报记者 李松

2023年2月，浙江提出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距今已满1周年。各地如何绘好“强城”“兴村”“融

合”的大美画卷？近期，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基层一线探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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