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松

构建新型帮扶共同体是省

委、省政府着眼区域协调发展、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省

委农办、省乡村振兴局根据我省

多年来开展结对帮扶打下的良好

基础，牵头构建新型帮共体，集合

省级机关、省内院校、三甲医院、

国有企业（含央企驻浙企业）、金

融机构、经济强县（市）和民营企

业等帮扶力量的成员单位队伍不

断壮大，数量从最初的520家扩充

到762家。这几年，通过山区海岛

县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输

转、人才交流，精准对接、协同联

动、多方发力，取得累累硕果，有

力促进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

展。

在新征程上，如何开创新型

帮共体结对帮扶新局面，持续拓

宽山区海岛县共富路？

锚定缩小“三大差距”。如今

的浙江乡村，村集体有产业、村庄

环境美、道路村村通、农房越来越

漂亮。然而不可否认，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缩

小这“三大差距”的重点难点关键

点在山区海岛县、在农村农民。

要把帮扶内容聚焦到缩小“三大

差距”上来，进一步整合帮扶力

量、迭代帮扶机制、优化帮扶举

措，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探索运营

富村模式，打造具有山区韵味、海

岛风情的和美乡村，努力把我省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最大的短板

拉长补齐。

拓宽结对帮扶路径。结对帮

扶只有瞄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药到病除。浙江实施“千万工程”

20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千

万工程”是统筹“三农”发展、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缩小“三大差距”

的一剂“良药”。因此，要坚持把

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作为新型

帮共体建设的总牵引，为结对地

区发展谋出路想办法，聚焦当地

所盼和组团单位所能，找准帮扶

工作“切口”，加大要素资源保障

和政策供给力度，拓宽“先富带后

富、先富帮后富”路径，将组团帮

扶的工作成效切实转变为山区海

岛农村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山区海

岛县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县城承

载和辐射带动能力、城乡融合水

平等方面潜力巨大，也是孕育发

展新动能、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

关键所在。因此，要聚焦系统集

成，充分发挥省级部门功能和驻

村工作组“泥腿子”优势，协同联

动引导更多人才、资金、项目、科

技等资源向山区海岛县汇聚，形

成系统化帮扶格局和资源集聚效

应，合力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公共服务优

质共享，激发山区海岛县全维度

发展跃升的内生动能，走出一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

共同绘就“美丽乡村、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新图景。

12月4日，位于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大展村的展茅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正式开业。该服务综合体总建

筑面积约1150平方米，设置有综合服务区、颐养服务区、共享区等，可提供助餐服务、技能培训、老年课堂等多

项民生服务。图为当天居民们正在技能培训室学做烘焙食品。 陈永建 摄

服务综合体服务综合体 居民新家园居民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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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投资 7000 万元的“谷世

界”主题游线、“金沙水世界”等项目

已落地运营，高空索道、热气球、直升

机等特色游玩项目更是吸引了许多

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上半年，马剑

镇累计吸引游客超 10 万人次，创收

超1500万元。

特色产业“开花”
细数马剑镇的特色产业，可以用

“一村一品”来概括。

馒头、乌肉、长寿面、豆腐包、三

鲜、清明粿、灰汤粽、石斑鱼，除了马

剑最有名的这“八大碗”美食外，还有

石门村的“同心蜜”、龙门村的“状元

面”、上和村的豆腐皮、狮源村的发

糕……

“为促进农产品销售，我们实施

了‘互联网+’农副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依托共富小院、强村公司等载体以

及电商模式，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

场’。”马剑镇副镇长陈景榜介绍。

同时，马剑镇还依托诸暨新农都

农创园，建设了农产品产业飞地，推

动当地农副产业链外迁，破解特色地

产食品规范化生产、规模化销售的难

题。截至目前，已与15家商户签订合

作协议，年均收益超300万元。

今年4月，“时空马剑”区域公用

品牌正式诞生，马剑的农产品由此统

一了“服装”和标准。“我们将持续加

强品牌深度传播。”何欣威表示。

而今，马剑镇绘制了全新的特色

农业产业升级“蓝图”——建设“农创

产业孵化中心”项目。据项目运营团

队浙江农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姜云艳介绍，“农创产业孵化中

心”将按照“前店后厂”模式进行小吃

体验式场景打造，形成一个集产业

链、供应链及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小吃

产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园区，马剑镇

相关村也将入股园区，切实解决村级

集体经济增收问题。

“园区主要包括供应链服务中

心、公共服务中心、产业链服务中心

等三大模块，配套信息化建设，搭载

信息网络和数据中心，构建一个全产

业链数字化服务支撑体系。”姜云艳

说。

文化底色“擦亮”
在马剑，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与各具特色的农副产品，还有着深

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据记载，到清嘉

庆年间，马剑镇先后走出了 25 位儒

宦，“杏林”名家戴氏家族的宗祠也坐

落于此。

“我们着力打造了‘古韵新生’历

史文化村，先后投资1500万元，对粟

金村倪氏宗祠、三合院民居等5栋历

史文物建筑开展了原址修复，还原古

村历史文化风貌、提升古村气质。”何

欣威说。

马剑镇还通过历史文化村建设，

以点带面，辐射带动百岁堂等 10 个

明清历史建筑、传统民居陆续开展保

护性修缮及风貌整治，并启动了9个

古桥古道修复项目。粟金村还获评

升级为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重点村。

此外，马剑镇先后投资建设了

“九零石斛”等4处中草药种植基地，

建设了“药膳坊”，与浙江中医药大学

等3所高校签订联建共建协议，持续

强化健康服务、中药研发等合作。同

时，借助戴氏家族在中医药界的地

位，以明代“国医第一士”戴思恭故居

为载体，打造中医人文讲堂、中医文

化展览馆等平台，开展科普、研学等

活动。

不仅如此，马剑镇也是浙东人民

解放军金萧支队的根据地。“依托这一

红色根脉，镇里先后重修了金萧报印

刷厂、后方医院、枪械修理所等革命

遗址，打造了金萧支队纪念馆等党员

教育基地，同步策划‘一日金萧’等红

色旅游路线，丰富红色教育体验业

态。”何欣威表示，今年以来，当地共

接待红色旅游团队571批次。

九灵山下，建溪水畔，马剑镇在

千年文脉的滋养下，正开出娇艳的花

朵。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欢迎大家来到乡

间直播间，看，这一筐筐农产品，

是我们从田间地头精心挑选的，

新鲜得能掐出水来！今天在直播

间下单，还能享受优惠哟！”12月4

日，以“浙里‘土特产’ 农播来代

言”为主题的浙江农播助力“土特

产”发展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温

州举行。启动仪式上干货满满，

现场发布了浙江农播助力“土特

产”发展计划、2024浙江农播十大

创新案例等。

活动现场，云集了抖音、淘

天、京东、小红书、无忧传媒、遥望

科技、顺丰速运和中国电信直播

运营中心等国内头部电商平台、

知名 MCN 机构和采购商等 53

家，“土特产”企业72家，网红农播

达人超35名，以及金融机构代表、

农创客代表、农业企业代表等，农

播电商产品300余款。众多农播

达人齐聚一堂，为“土特产”现场

吆喝代言，交流分享经验，探讨发

展方向。“从电商直播的角度来

说，‘土特产’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针对这个行业我们已推出并

正在谋划更多扶持政策，让农播

达人更好更快地‘跑’起来。”现场

一家知名电商直播平台人员告诉

记者。

“此次活动既展示了浙江优

质农产品，也为农播客们提供了

与头部 MCN 机构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共同助力‘土特产’发展。”

省农业农村宣传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发布的浙江农播助力

“土特产”发展计划包含“十园千

人”农播成长计划、“百县千场”农

播代言计划、“多方联动”农播聚

力计划等，将引导支持更多农播

宣传推介“土特产”，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欢迎有想法、有闯劲的年轻

人加入农播队伍，为浙江‘土特产’

代言。也希望大家抓住政策利好

和行业风向，坚守为农情怀，持续

提升竞争力、创新力和影响力，增

加‘土特产’的附加值，帮助农产

品出村进城，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将以农村电商型省级现

代化农创园为载体，持续建强农

播队伍，通过开展‘农播带你游乡

村’‘农播带你寻土特产’及其他

直播带货等活动，持续扩大浙江

‘土特产’的品牌影响力。”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浙江“土

特产”农播矩阵成立仪式和浙江

助农直播公益大使授牌仪式，开

展了农播电商专场选品推介会、

农播电商专场直播等活动。

浙江农播助力“土特产”发展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杨怡

通讯员 张樱 姜帆

本报讯 现代化鸡舍、自动化笼

养、蛋品分拣车间……在长兴县泗安

镇的蛋鸡产业园内，先进的养殖设备

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拥有全国首个可生食级

鲜鸡蛋企业标准，使用国内一流的

自动化 9 层层叠式智能蛋鸡养殖设

备，并配备精准饲喂系统、自动环控

系统、疫病防控系统、集蛋包装系统

等。”长兴瑞达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项目得到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浙江省分行支持，前期顺利

推进。项目通过高端饲料、优质蛋

鸡、品质有机肥等全产业链建设，实

现了一人可同时管理10万只鸡的高

效养殖模式，通过与国内外多家科

研机构合作，全面提升了蛋鸡产业

的科技含量。

记者从长兴县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该项目总投资达10.1亿元，分三

期建设。一期由 9 栋高标准现代化

鸡舍、蛋品车间以及200万只青年鸡

养殖场组成，去年正式投产；二期主

要包括存栏 100 万只蛋鸡场与年产

12 万吨饲料厂，目前已基本建设完

成；三期将于2025年启动建设。

“通过实施本项目，长兴县将实

现年产优质鸡蛋1.7万吨，为湖州市、

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提供高端、优

质鸡蛋供应。”长兴县农业农村局渔

业畜牧科科长韩强表示，这不仅能提

升长兴县蛋鸡产业的竞争力，而且将

为本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提供有力支撑。

整个项目建成后，常年存栏蛋鸡

可达300万只、鸡蛋产量达5万吨，其

中，深加工鸡蛋 3 万吨，生产优质有

机肥 5 万吨，年产值达 13.4 亿元，税

收 1000 万元以上，将成为华东地区

最大的蛋品综合性生产基地。

不仅如此，该项目由所在地周边

21 个村与公司合作共建，全部建成

后，预计村集体年固定回报率可达

9%，可带动当地就业500人以上。目

前，该项目已被纳入《浙江省扩大有

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2024年重大

建设项目实施计划》。

“帮共体”拓宽共富路

长兴投资10余亿元
建设华东地区最大蛋品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