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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放大超大城市科技、人才、市场、流通

等优势，通过良田打基、机械助力、农事服务、生

物防控、数智赋能、订单销售、政策加持、保险兜

底等举措，“三重赋能”加快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

市，全链条推动“大田种出高效益”，持续擦亮“高

效生态农业‘首倡地’”金名片，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乡村杭州范例。

着力推进农业“双强双优”，加快赋能高效生

态农业。杭州市紧紧围绕“农业标准地+双强”

建设要求，强化科技和装备“双强”、耕地和种子

“双优”支撑，聚焦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的发展目标，首创高标田示范区建设，永久基

本农田内已累计建成高标田103.57万亩。作为

实施农业“双强”行动的示范基地和重大平台，重

点打造20个以“农业标准地+双强”项目为核心

的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建设现代农事服务中心

20 个，总投资 5.58 亿元。一是资金要素强配

置。市级财政专门安排2.5亿元资金，对每个示

范园按照主体投入的 50%进行奖补，最高可达

2000万元。二是政策叠加强装备。突出现代化

农事服务中心、先进适用农机装备、设施大棚等

建设重点，提高农机购置补贴，引进国内外先进

适用农机装备646台（套），全面提升杭州农业的

设施和装备水平。三是连片流转强规模。在依

法自愿前提下，鼓励村集体开展土地整村、整畈

流转，通过土地宜机化改造，打造适宜不同产业

发展需求的农业标准地。四是联农带农强共

富。聚焦探索联农带农共富项目，通过扩大就

业、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

带动周边种植、运输、包装材料、服务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以

上，带动农户3000户以上，带动关联村集体经济

年增收5万元。

大力发展新型综合种养业，加快赋能“大田

种出高效益”。杭州市着眼“大田种出高效益”，

大力发展“稻渔共生、稻渔共赢”“以田养鸭、以鸭

促稻”的新型综合种养模式，努力实现“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绿色环保、稳粮增效”的综合效

益，走出了一条适合杭州水土、具有杭州特色的

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一是出台综合种养支

持政策。出台《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三条》

《新型综合种养行动方案》《新型综合种养基地

创建标准》等文件，对稻鸭等综合种养给予

1500 元/亩奖补，对高标准稻蛙综合种养给予

3000 元/亩奖补。实施“稻蛙订单价格指数”等

新险种，提高综合种养的抗风险水平。二是强

化综合种养的科技支撑。加强优质苗种繁育体

系建设，增强苗种供应能力。加强减肥减药、绿

色防控、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等环节的研

发示范，加快全程机械化，持续提升综合种养主

体技术水平。三是延伸综合种养的产业链条。

充分发挥综合种养模式放大效应，积极发展休

闲农业、农事体验、研学科普、文化创意等新业

态，推进品种培优、品牌赋能、融合发展，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四是提升综合种养的综

合效益。全市共发展新型综合种养面积10.8万

亩，较上年新增9.6万亩，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

带动农户增收2.5亿元以上。

全面提质乡村数字化转型，加快赋能智慧农

业样板。杭州市坚持把提质乡村数字经济作为

农业“一号发展工程”，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推

动数字经济和农业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是“数

字化+工厂化”，拓展农业生产新空间。大力发

展未来农场、植物工厂、数字渔场、数字牧场等数

字农业工厂，向设施农业要空间要效益。累计建

成省级未来农场3家、数字农业工厂49家，完成

种养基地数字化改造194家。二是“数字化+园

区化”，打造农业组织新模式。与阿里巴巴合作，

探索打造数字大田、无人农场，以数字大田建设

为基础，高标准铺建农田数字设施，绘制“地水

空”数字地图，强化物联网设备互联互通。20个

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建成后，将成为杭州智慧农

业的样板。三是“数字化+订单化”，探索产销双

赢新方式。探索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

式，有效缓解农产品产销不对称问题，扩大农产

品的销售半径，提高交易速度，推动农产品生产

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四是“数字化+

电商化”，开辟产业增收新路径。积极打造农产

品电商产业园、网上农博馆等平台，加快农产品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开展“直播达人进乡村”活

动，遴选100名直播达人为“杭州乡村直播推广

大使”，让电商直播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加速器”。2023 年，杭州市休闲农业营业收入

77.32亿元，农村电商交易额190亿元。

杭州全链条推动“大田种出高效益”

嵊泗以贻贝标准化生产推进共同富裕
近年来，嵊泗县聚焦贻贝产业标准化发展，

围绕“国家绿色渔业实验区”战略定位，全面推进

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探索具有

鲜明海岛特色的嵊泗“两山”实践创新模式。目

前，全县拥有全国最大的贻贝养殖基地，贻贝养

殖面积达3.14万亩，年产量23.28万吨，占全国产

量三分之二，年产值超8亿元，惠及当地转产转

业渔民近6000名，年平均收入达5.2万元，养殖

户户均年收入30万元，推动村集体经济年经营

性收入增长38%，带动230户低收入农户月增收

3000 余元，率先为海岛县开创出一条别开生面

的共同富裕之路。

依托标准体系建设，撬动迭代共富杠杆。

一是发布行业化团体标准。组建集“产、学、

研、游”四元素于一体的贻贝标准化专班队伍，

完成《嵊泗贻贝苗种》《嵊泗贻贝干品》《嵊泗贻

贝冻品》《小包装嵊泗贻贝鲜活产品》《海洋贻

贝养殖用浮子》五大团体标准的发布，推动浙江

省地方标准《贻贝养殖技术规范》修订，形成了

从育苗到养殖再到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带动整

个贻贝产业实现质的飞跃。二是打造联盟化质

量标准。2021 年“嵊泗贻贝”被列为全国第一

批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重点联系指导名录，

嵊泗于2023年制定出台《地理标志产品嵊泗贻

贝》舟山市地方标准，对其生产条件、原辅料控

制、生产加工过程控制、检验制度、包装、贮存、

运输以及产品追溯召回等内容予以标准化严格

设定，为地理标志产品企业授权提供“入场

券”。截至目前，已帮助 9 家企业、专业合作社

获得红标授权，惠及养殖户 200 余家。三是签

订标准化休养协议。为抢占贻贝市场销售定价

权，在每年的4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持续

推行“休养生息”执行令，签订《厚壳贻贝“休养

生息”政策自我规范协议》，促成贻贝品牌产品

的经济增值效应。目前，共与800余家养殖户、

加工企业签订修养协议，签订率达100%。政策

实施后贻贝总产值每年递增 10%以上，贻贝质

量和数量同步向好。

强化标准组团帮扶，描绘共富海岛画卷。一

是推动标准应用工程。广泛开展标准宣贯培

训。通过县贻贝协会重点培训、企业内部培训、

实地培训等多种方式，确保标准宣贯的力度和

效果。联合各乡镇政府部门及辖区内加工企

业、养殖合作社、养殖户等涉贻单位实施应用覆

盖攻坚行动，重点围绕养殖管理、加工监督、流

通管控、销售跟踪和服务管理等五个全周期场

景建设，实现贻贝产业场景建设与标准应用的

深度融合。二是启动标准组团服务。建立贻贝

品牌指导服务站，对涉贻企业实施质量标准、知

识产权、品牌建设等组团化指导，提升“嵊泗贻

贝”品牌品质，实现产业链升级；同时针对品牌

意识淡薄、管理松散和产品特征不明显等问题，

开展标准诊断、信息咨询、技术检测等精准帮

扶，帮助涉贻龙头企业对标达标提升。三是加

大标准监管力度。建立贻贝质量检测实验室，

不断提升检测能力及项目，通过定期对县域养

殖海域点位收割的厚壳贻贝实施风险化抽检，

对上市贻贝产品开展质量安全抽检监测，确保

贻贝质量全程可控，提高产品安全性，为企业品

牌保驾护航。

聚焦标准技术研究，铸造特色共富模板。一

是聚焦特色农业发展目标。深入推进省级精品

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全面启动“贻贝特色农业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项目、“贻贝养殖生态系统蓝

碳增汇关键技术与示范应用”项目，如期推进厚

壳贻贝种质资源场（研发基地）建设二期工程，建

设厚壳贻贝种质资源场、改造贻贝生产设施、升

级养殖保鲜技术，养殖基地分别被认定为“无公

害水产品养殖基地”“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厚壳贻贝”入选2022浙江省十大优异水产种质

资源。二是聚焦海洋塑料污染治理。通过浮子

生产技术研究、抽检等，改善浮子产品的工艺及

指标要求，研制《海洋贻贝养殖用浮子》团体标准

并作为浮子替换的技术依据推广应用。截至

2023年底，养殖用浮子替换率已达100%，极大改

善原先泡沫浮球“白色污染”情况，为嵊泗贻贝养

殖闯出一条生态化、标准化的新路径。三是聚焦

废弃物品转化利用。加大科研投入，积极探索研

究贻贝废弃物的再利用。以废弃贻贝壳为原料，

研发出土壤改良剂、微纳米果蔬净、纳米防冻剂

等生物材料；从贻贝足丝中提取黏蛋白，制作成

医用黏合剂、外伤喷涂剂等高附加值医用生物材

料；通过合成轻基磷灰石多孔微球等材料及产

品，实现更深层次的贻贝壳再利用，在提高生态

效益的同时，使贻贝养殖向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

高端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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