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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今年，省委“新春第

一会”提出，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推动各类

人才各尽其才、大显身手、奋发进取、竞相奔腾。

从现实考量，山区共同富裕，离不开人才助

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开化县在人才引领、联农

带农富农方面有自己一套“方法论”。

推进山区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建强“三农”干部

队伍。近年来，开化县组建“三农强基战队”，把诊

问脉产业技术、销售难题，有力服务村集体农业产

业项目，为当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助力山区共同富裕，现代“新农人”、农创客等

同样义不容辞。如今，在开化县，越来越多的入乡

青年正逐渐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弄潮儿”、促进共

同富裕的“生力军”。

在开化县农商银行的众创空间，记者见到了开

化县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浙江云翠茶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汪洋。“2019年，我放弃在外的高薪工

作后回到家乡，从父母手中接过‘接力棒’，义无反

顾地投身茶产业。”汪洋告诉记者，他出生于 1989

年，从小就对茶叶有着一份特殊的深情。

汪洋的回归，无疑给开化茶产业的传承与振兴

带来了一抹新的亮光，也为当地深化联农带农富农

机制强力赋能。“近年来，公司积极为芹源村等地的

茶农做好茶园管理、技术培训等服务，有力帮扶农

户增收。”汪洋说，如今，该公司有茶园面积达1000

多亩，加上签约茶园共3000亩，亩均效益达1.5万

元，去年带动近2000人就业增收。

在开化，有志于联农带农富农的，汪洋只是其

中代表。截至今年3月，开化县光注册创业的返乡

青年就有3000余人，绝对数和增幅都位居衢州前

列。他们给乡村带来了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有

力搭建起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桥梁，助力

农民增收。数据显示，2023年，开化县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6496元，增幅7.1%；低收入农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18543元，增幅14.9%。

抓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深化联农带农

富农机制，开化今年有更多新的“小目标”：全县计

划新培育农创客 300 名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头

雁”人才30名，评定乡村工匠40名以上；全年力争

培训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1000人次以上，

全面打响“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农民培训促

富品牌。

今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三周年。当下形势正好，开化未来可期。肩负新使

命新任务，开化正在新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纵横奔驰，激荡起乡村全面振兴的铿锵力量，努力

为全省推进山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开化经验、贡献

更多开化力量。

富民：人才引领 联农促富

6月5日，记者从杭州东站出发，一路搭乘

动车，历经三个多小时，抵达开化站。一踏上开

化的土地，不期然就与满眼“绿意”撞个满怀。

记者不禁出声感慨：“开化是个好地方！”

“好地方要靠好产业的支撑。”听到记者的

感慨，随行的开化县委农办秘书科负责人张闽

莉笑着道。

据张闽莉介绍，近年来，开化县全面深耕生

态产业领域开发，创新实施“一亩土茶园、万元

惠茶农”“一口清水塘、万元卖鱼钱”“户养十桶

蜂、增收万元钱”“一亩高粱地、净增万元钱”“一

家农家乐、户均万元钱”等“五个一万”增收计

划，形成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新型个

体产业模式。

在生态产业促共富方面，开化县近年来解

锁了很多“新打法”，其中尤为注重区域公用品

牌的培塑。

2019年12月，开化县区域公用品牌——“钱

江源”应时而出。这是衢州市首个农旅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涵盖农品、味道、民宿、山泉四大板

块。为了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当地不但制定出

台了相关品牌建设扶持政策，还以开化龙顶茶、

山茶油、清水鱼、中蜂、中药材等主导产业为核

心，大力发展“两山集团+品牌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的订单农业，逐步构建起“政府推动、市

场主导、企业加盟”的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格局，扎实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

如今，区域公用品牌县县都在做，具有开化

“血统”的“钱江源”该如何脱颖而出？

“在我们看来，生态一直是‘钱江源’品牌的

核心价值。对标‘丽水山耕’，‘钱江源’品牌一

直走的是生态溢价的路线。”开化县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曹洋洋告诉记者，该

县近年来大力打造“钱江源”品牌，通过“官方”

背书，既带动了当地优质土特产的销售，也大大

推进了土特产相关产业链的升级，有力“反哺”

农民增收。

山茶油、黑木耳、土蜂蜜……记者在开化

县荷花广场“钱江源”品牌旗舰店内看到，琳琅

满目的当地土特产摆放整齐，“有源自然相见”

的“钱江源”品牌广告语清晰可见。“我们门店

自2021年开张以来，土特产一直很走俏。”该旗

舰店负责人徐晓城说，去年该店销售额达 200

万元。

播下“品牌”的种子，开出“共富”的花朵。

2023 年，“钱江源”品牌产品销售额突破 3 亿

元。品牌赋能，让当地推进共同富裕有了更多

的聚合力。

开化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开发中心主任王

靖表示，目前，全县已累计授权开设“钱江源”品

牌门店57家，授权品牌产品59款，建设品牌合

作基地近2万亩，真正实现了品牌兴业。

兴业：立足生态 育强品牌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6月6日上午，记者

走进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山水相映的乡村美景，

煞是养眼。

金星村是开化当地响当当的“明星村”。近年

来，金星村始终牢记嘱托，大力发展民宿、培训、研

学等产业，奋力书写强村富民新答卷。“我村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从 2006 年的不到 1 万元，发展到 2023

年的 170 多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到

6000元，提高到4.6万多元。”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徐

雨录告诉记者。

自己先富了，更要带着大家一起富。作为开化

县的“强村样本”，2021年，金星村还依托党建联建

机制，组织毗邻的华东村、华民村等7个村和7家企

业党组织成立了“大金星”共富联盟，走出了一条强

村带弱村的发展新路子。“目前，联盟内的村（社）集

体经营性年收入平均达70多万元。”徐雨录说。

从“一村单富”到“片区共富”，“大金星”共富联

盟是开化县在村级层面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抱团发

展的一个缩影。

开化县深知：村庄单打独斗能力有限，只有打

破壁垒，形成更紧密的“朋友圈”，进一步实现组织

联建、资源整合、联动发展，才能形成跨越式发展的

乘数效应。

为此，开化县近年来把巩固提升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助力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按照“大村带小村、

强村带弱村、村村抱团”的发展理念，创新组建了包

括“大金星”共富联盟在内的15个村社联盟，让更

多的“强村”得以不断“冒出”。

2021年以来，开化的新青阳村与旭日村、溪东

村等5个地域相近的村，抱团成立了新青阳“田园

牧歌”共富联盟，发展休闲康养旅游、光伏发电等产

业。2023年，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48.97万元，较

上年增长6.89%。

除了组建联盟外，开化县还通过成立强村公

司、运行“共富大篷车”等方式，因地制宜探索项目

共建、产业联营等发展路径，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

开化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龚芸介绍，

到去年底，全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27011.97 万

元，同比增长6.94%；经营性收入13202.31万元，同

比增长16.18%。其中，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

村有113个，占比达44.3%。

数据的背后，折射出开化农村集体经济逐步由

“弱”向“强”的转变。眼下，开化县正全面深化以发

展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力

争到今年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以上的

行政村占比达到50%以上。

强村：打破壁垒 抱团出击

解锁奔富“新密码”
——山区共同富裕先行的开化探索

□本报记者 李军 文/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开化县，是

浙江26个山区县之一，也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

近年来，开化县在新时代“千万工程”引领下，聚力做好兴业强村富

民文章，加快打造山区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

效显著。“我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已由2010年的2.2缩小到2023年

的1.82。”开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琦表示。

那么，开化奔富的“新密码”何在？6月5日至6日，记者来到开化县

蹲点采访。

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

在开化县文化客厅内的在开化县文化客厅内的““钱江源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展示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