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焦编辑：高晓晓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0 E-mail:61030306@qq.com
2024年12月7日 星期六 3

“李祖村和后宅街道的稠岩、方塘、岭

脚、大傅宅等 9 个行政村‘集结成团’，打造

‘大李祖’共富联盟，并主动向上争取到国家

级‘五好两宜’试点项目，获得的10余亿元资

金全部用于81个强村富民项目建设。”义乌

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告诉

记者，“通过重大项目建设，李祖村打造了一

个集观光、休闲、度假、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新样板，目前‘大李祖’区域内的81个项目

正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李祖，已

培育220多名农创客，他们正持续为乡村发

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在日前举办的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建设推进会上，浦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浦江正着力打造“AI+农光”葡萄

全产业链夯基提质项目，计划总投资 17.02

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带动农户 3000

多户，亩均收益达 2 万元，保底收益 1.6 万

元。

当前，我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高潮

迭起，在政策、资金、科技等多重利好不断叠

加之下，各类资源要素持续反哺乡村。从省

级层面看，除出台政策外，今年我省还梳理

形成了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清单。为强化服

务保障，成立了浙江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联合体，建立了“政银保担”风险分担机

制，强化金融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的支持。

据统计，今年我省已落实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贷款130.8亿元。

在县域层面，也出台了一揽子政策。如

杭州市与多家银行签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合作协议，创新推出市级特色农业主体

综合保险，提供风险保障资金300亿元；湖州

市吴兴区吸引国内外花卉企业到当地投资

洽谈，成功签约法国玫昂国际、云南花宏等8

个高科技花卉项目，高标准打造华东鲜花交

易市场。

记者了解到，我省已形成并发布2025年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库，共谋划项目3509个，

总投资 9410 亿元，其中 2025 年度投资 1720

亿元，项目数量、投资金额较 2024 年双增

加。“浙江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

化组织协同、要素保障，全系统、全领域、全

量化谋划建设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写好‘强

城’‘兴村’‘融合’新篇章，推动农业农村攀

‘高’向‘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走进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汤溪镇上堰头村，一座现代

化生猪养殖基地映入眼帘。这个项目由浙江华泓猪业有

限公司投资8.8亿元建设，主体部分已完成，配套设施还在

完善中，本月底正式投产，目前已预定5000头种猪。“项目

采用智能化现代生态楼房养猪新模式，除采用最先进的除

臭工艺外，养殖排泄物的固体部分将通过发酵制成优质有

机肥，液体部分则经生化处理达标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

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完工后，在选育金华两头乌

的同时，我们将引进杜洛克、长白、大约克猪，实现自繁自

养，基础母猪可达到1.2万头，年出栏生猪30万头。”

将目光转至嘉善中荷数字农业科创示范中心，又可

看到一幅未来农业的新图景——以720平方米的面积保

障6000亩传统蔬菜基地的用苗量，年出苗量相当于传统

育苗量的800倍。这座植物工厂是如何实现全天候高效

生产的？透过育苗温室的玻璃，负责人李汝荣指着育苗

架上的红光解释道：“立体补光技术可根据植物需求调节

红、白、蓝等多种光谱色，营造适合植物生长的光照环

境。我们还联合研发全封闭的AI种植系统，可以根据预

先设定的植物品种生长数据，自动识别克重、判断植物生

长状态、配置营养液，并调整内部气候数据预防病虫害，

从源头实现高质高效。”

今年以来，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科技性的现代设施农

业生产项目在我省相继落地。谈及落地浙江的缘由，铪科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万玲表示：“浙江政策支

持力度大，创业环境友好、配套服务齐全。未来，我们将以

浙江为中心，向华东地区输出装备、人才、运营、管理等资

源，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设施农业供应链现代化升级。”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记者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已整合资金10余亿元，用于

“土特产”、农业“双强”、现代设施农业等建设，撬动社会资

本100余亿元。

走进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的谢径安传化农创中

心，这栋四层楼高的建筑涵盖公共服务、文化交流与乡村

创业等多项功能，目前已招引冷链央厨净菜工厂、精酿啤

酒加工工坊、蝴蝶工坊自然课堂等近20家农创企业和农

创客入驻，其中“80后”“90后”农创客超过一半。

将时针拨至 2021 年 5 月，传化集团与杭州市萧山区

“不谋而合”，选中浦阳镇谢家、径游、安山三个村，共同建

设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在政企村农合力共建下，截至

2024年10月，项目直接带动330余名村民就业，帮助村集

体和当地农民增收 1000 多万元。“我们一直坚持科技立

村、产业立村，‘两头带中间’。一头发挥传化农业产业优

势，搭建科创平台、聚集科技资源，引入了更多农业科技企

业；另一头抓销售流通，通过传化企业的市场优势帮助农

民销售农产品，以此带动中间的生产环节,让农民参与进

来，得到实惠和收益。”项目负责人陈科告诉记者。

念好联农带农“致富经”，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的实施是

重要推手。位于江山市峡口镇的华欣湖羊生态示范园是

我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目前已建成存栏10

万只养殖基地，现存栏6.6万只。这个集原种繁育、肉羊养

殖、饲料加工、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及旅游观光服务于一

体的项目，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我们通过‘羊来羊回’‘种来种去’‘人来人往’三种模

式，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以‘羊来羊回’模式为例，我们通

过银行担保，由政府统一提供标准拼装式羊栏，企业把4

月龄小公羊（25公斤重）发放给低收入农户，上门提供饲

料和技术指导，低收入农户养殖100天、羊重达到50公斤

后，才可出栏。一个羊栏可养10只羊，一年可养3栏，每

年可为低收入农户带来户均 1.2 万元收入。2023 年，参

与该模式的农户有190户，累计饲养5700只羊，带动农户

增收228万元。”江山市农业农村局项目管理科科长刘永

贵介绍。

建德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侯崇林则以该市西乡茶叶

共富项目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项目建设

2000亩茶叶标准地，农户首先可获得每亩每年100元的租

金收入，其次可以通过返租获得每亩每年1万元收益，精

力允许的还可以参与茶园管理，代管费用为每亩每年1500

元，实现企业、村集体、农民增收。

“重大项目可以通过发挥企业资源和市场优势，增加

农户经营性收入；通过稳岗就业，提高农民技术水平和致

富能力；还可以通过构建土地入股、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

机制，让村集体经济与农户共同受益。”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以项目促富 跑出“加速度”

以项目筑基 点燃“强引擎” 以项目聚能 “链”出高质量

沃土育沃土育““金果金果””
———浙江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纪实—浙江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沈璐兰

“这是目前全省唯一一个国家数字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5350万元。在各方努力下，高通量基因检测分析及作物解析平台已安装完成，

种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及配套设备、种业物联网设备及配套系统等也已完成采购招标。”在宁波市鄞州区国家数字种业（水稻）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现场，

该区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李俊婷欣喜地与记者聊起项目进展，“目前项目进度在80%左右，建成后预计制种单产可提升10%，生产能耗降

低20%，综合节本增收5%—10%。”

眼下虽已入冬，然而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依旧热火朝天。“今年以来，浙江聚焦‘两重’‘两新’等重大国家战略决策部署，坚持改革赋能，大力发

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促使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领域流动，为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先行夯实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省共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935个，总投资6990.8亿元，项目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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