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记者了解到，通过启动打

造若干条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

线，浙江、上海、江苏将共同推

动风貌协调、产业互促、资源共

享、活动联办，同步在美丽乡村

片区化组团式打造、一二三产

融合、新业态培育、数字乡村建

设等方面先行先试，把跨省域

新时代美丽乡村风景线培育成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样

板。

人才互动共创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

格局中，推进人才和科技交流，

对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至关重要。”省畜牧农机发

展中心综合处处长汪佑福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间，作为互派

交流干部，挂职担任上海市青

浦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一职。

作为长三角农业农村交流

合作的亲历者，汪佑福告诉记

者，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三

农”发展各有所长，应不断加强

人才、资金、数据、市场、信息等

要素流动，实现合作共赢。

去年 12 月，来自长三角农

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多家成员单

位的专业人士齐聚嘉善，共论

长三角农业科研成果和未来方

向。“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联合

体成立于2021年，汇集了20多

家科研院所资源，组建农业科

技孵化器。”嘉善县农科所所长

李红丽告诉记者，该科技创新

联合体秘书处就设在嘉善县农

科所，自成立以来，已在农业生

物育种、土壤健康和水资源环

境、高效绿色生产技术等领域

编织起协作之网。“联合体将合

作互鉴、扬长补短、抓住重点、

创出特色，为助推长三角区域

农业产业提升、乡村振兴及共

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李红丽说。

农创客群体是现代“新农

人”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去年6

月，150余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农创客代表齐聚浙江建德，参

加长三角大学生农创日活动。

同年 12 月，来自浙江各地的农

创客代表参加了农创客资源对

接暨农创客长三角游学活动，

先后去往上海、江苏和安徽等

地，进农企、到田头，与当地农

创客代表谈合作、谋发展。“我

们在搭建长三角农创客交流平

台的同时，坚持请进来，走出

去，汇聚农创资源、凝聚农创力

量，带动沪苏浙皖农创客共享

发展。”浙江省农业农村宣传中

心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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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放鱼日”主场活动在建德举行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6月6日，浙江省2024

年“全国放鱼日”暨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活动在建德举行。此次活动以

“养护水生生物 建设美丽中国”为

主题，旨在引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规范有序开展，促进水生生物资源

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活动现场共放流大眼鳜、长春

鳊、花䱻、鳙鱼、鲢鱼等 5 种鱼类共

10万余尾，举行了水生生物放流平

台（梅城）揭牌仪式，并向3支护渔队

授旗。

增殖放流是恢复鱼类种群资

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最有效的手

段之一。近年来，我省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以绿色优先、生态优先为

原则，科学确定适宜放流区域，优

化放流物种，大力推进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工作，不断强化水生生物多

样性保护。据数据统计，“十四五”

以来，全省已累计投入放流资金近

3 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约

130亿单位。

在做好增殖放流的同时，我省

还通过加强科学研究，加密跟踪管

理，适时开展评估，强化执法力度等

手段，积极做好全程管理工作，根据

水域环境选择合适的鱼种和投放方

式，密切关注和定期监测鱼苗生长

情况，并及时调整增殖放流方案。

同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违法行

为，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公众

对增殖放流的理性认识，引导公众

科学参与增殖放流。

6月6日，桐庐县迎春小学三年级学生在制作展示香囊，喜迎端午节的到来。 徐军勇 摄

做香囊做香囊 迎端午迎端午

□本报记者 高晓晓

5 月 31 日召开的浙江省第三届

乡村美食大会上，海岛土特产集结发

力，继续领衔书写“浙”版“土特产”大

文章。2023 年，我省发布省级名优

“土特产”200个，累计建成92条单条

产值超10亿元农业全产业链、7条单

条产值超百亿元农业全产业链。“浙”

篇“土特产”文章缘何能多点发力，持

续写出精彩？背后的动能何在？

“土”之内涵：从独特到多元。当

前，“土特产”的内涵，已从有形的农

产品，拓展到乡村山水、历史、文化、

乡愁、人力等资源，不断挖掘乡村多

元价值。“土特产”之“土”，不再拘泥

于舌尖上的美味，还有结合农时节

气、地方特色，推广休闲旅游精品线

和美丽乡村风景线；利用农田、森林、

湿地和水利工程等资源和设施，发展

休闲观光、创意农业、乡村研学、红色

旅游、乡村露营、康复疗养、农事体验

等乡村新业态，发挥三产融合乘数效

应。

“特”之本源：从味觉到人文。近

年来，浙江扎根本土，利用自身资源

禀赋，找准最能体现地域特点、人文

风情的产品和产业，突出自身优势，

谋求差异发展，靠品种争优、品质争

先、品牌争效，持续提升“土特产”附

加值，让“土疙瘩”成为“香饽饽”。除

了味觉和身心体验外，“土特产”更是

一种文化的交融与传承。作为东部

旅游热点省份之一，浙江有着丰富的

历史人文资源，西湖龙井、金华火腿

等特色农产品名声在外，但如何做好

“1+1>2”这道题正是浙江在探索和

思考的。当前，浙江结合时令举办美

食文化节等，大力推广“浙好”系列

“土特产”、十大农家特色小吃，用历

史人文故事来塑造和托底品牌，提高

“浙字号”“乡字号”美誉度，让游客在

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乡村

人文底蕴。

“产”之竞争：从产品到集群。

当前，乡村产业竞争趋于白热化。

作为撬动共同富裕的黄金杠杆，

“产”已从原始的单一产品竞争转变

为产业竞争，进而走向产业链、产业

集群竞争。多年前，浙江畜牧业为

走出生猪价格周期波动的怪圈，提

出了构建全产业链的构想。而今，

延长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

链，形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再反哺

各单一产业，在浙江已形成良性循

环。将过去“原生态”的“土特产”，

打造成链条更完整、业态更丰富的

“新生态”的“土特产”，实现传统产

业升链、优势产业延链、短板产业补

链、新兴产业建链，让“土特产”多维

度增值，农民不仅能有更强实力抵

御市场风险，还能从全产业链各环

节分享增值收益。今年 2 月刚被列

入省级乡村“土特产”精品培育试点

的仙居杨梅就是典型。近年来，仙

居县不断推进杨梅产业链纵向发

展、横向拓宽，把杨梅产业建成现代

化大产业。目前，该县杨梅全产业

链年产值已达40亿元，惠及农户3.3

万户、10万余人。

就在上月，浙江再次展现“雄

心”，计划今年新培育10条以上“土特

产”全产业链，累计建成100条单条产

值超十亿元的“土特产”全产业链，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3000亿元。

承载着乡村振兴的重任，装载着

缠绵乡愁的记忆，期待更多的“浙”里

“土特产”借势借力“出圈”！

□本报记者 丁佳味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支

持。近年来，浙江农商联合银

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助

推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努力

将金融活水浇灌到浙江每一寸

土地。

“多亏有了农商银行‘共富

贷’，我家才装上了数字化大

棚，配备了自动温度检测、自动

遮阳棚、自动滴灌等设施，23亩

大棚葡萄两个人就能搞定。”海

盐县葡萄种植户向奎高兴地告

诉记者。

葡萄是海盐县的农业主导

产业。近年来，海盐农商银行

积极深化“党建联建+金融赋

能+合作社”模式，创新推广“共

富贷”“党群创业贷”等，大力支

持当地葡萄产业设施升级和数

字化转型。目前，海盐农商银

行已向当地52户葡萄种植户提

供信贷服务，涉及金额达 4962

万元；还为当地紫金山村等村

级合作社提供专项信贷支持

3.87亿元，助力农家乐、观光农

业、民宿等乡村新业态发展。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

里村的小香薯种植大户赵益华

对记者说：“我向村里流转了10

亩土地，用来种植小香薯，规模

扩大后，投入也攀升，资金存在

困难。”临安农商银行共富专员

得知情况后，为他定制了 50 万

元“幸福贷”，并给予一个月免

息，综合利率远低于市场平均

水平。“你看，这些设备都是通

过贷款购置的，今年我们还打

算再购置一批设备，扩大规模，

这多亏了农商银行的支持。”赵

益华说。

为支持临安小香薯产业发

展，临安农商银行为农户量身

定制个性化金融产品，助力培

育小香薯产业电商平台、直播

平台，开辟线上销售通道，参与

小香薯生产经营发展全过程。

截至今年2月底，临安农商银行

共发放涉薯类产业贷款 41 户，

贷款金额1.2亿元。

近年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

聚焦“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建立农创客数据库，量身

打造足额、便捷、优惠的“农创

贷”金融服务，通过提供利率优

惠等方式，全力支持农创客创业

创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同时，通过推广“银行+龙头

企业+合作社”等服务模式，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激发乡村产业活力。截至今年3

月底，全系统信贷支持农创客

7129户、贷款余额88.87亿元。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还联合

省农业农村厅支持山区海岛县

“一县一链”产业发展，深化“金

融山海协作”。截至目前，浙江

农商联合银行共支持山区海岛

县产业链核心企业611家、发放

贷款33亿元。

“浙”里“土特产”何以“出圈”

以金融之笔 绘共富篇章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浙 农 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