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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创建“三百联盟” 繁荣乡村文化
龙游县将文化礼堂建设作为基层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推动高水平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创

新搭建以百家站堂共建、百师培训服务、百村赛

事活动为主要载体的“三百联盟”模式，走出一

条以文化礼堂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

推行“百家站堂共建联盟”，提高文化礼堂

服务效能。2021年底，龙游县建成文化礼堂240

家，实现 500 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面对文化

礼堂阵地建成，但未全面实现“大门常开、活动

常态、内容常新”的目标，龙游县聚焦“建管用

育”一体化，整合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各村

文化礼堂资源，组成一个文化站带多个文化礼

堂的“站堂联盟”村，为每个“站堂联盟”村引入1

家文化公司开展服务，实施“堂企联姻”运行管

理。同时，采用“专业文化公司+专门文化村长”

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村文化礼堂管理水

平。目前，共15家综合文化站和142家文化礼

堂共建“站堂联盟”村，引入13家专业文化公司

运行。

搭建“百师培训服务联盟”，拓宽文化礼堂

内容供给渠道。面对文化礼堂内容供给“不够

全、不够精”问题，龙游县搭建“百师培训服务联

盟”，制定“三张清单”，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供需匹配度。每年通过政府公益采购音乐、舞

蹈、戏剧等各类文体公益培训课2000课时，形成

“百师千场公益培训”清单，保障群众基础文化

需求；凝聚部门力量，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统筹

文旅、文联、教育、卫健、司法等部门资源，形成

“部门资源进文化礼堂”清单，架起部门与基层

的“供需输送”桥梁；甄选优质节目，梳理各年度

县级及以上农村文化礼堂展演活动评选出的精

品节目，以及各村观众认可度高、内容观赏性佳

的精品文化节目85个，形成精品节目文化走亲

清单。依托数字化平台，通过“菜单式”服务供

给，为基层群众配送课程，实现从“有什么就提

供什么”向“群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转变。

开展“百村赛事活动联盟”，丰富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围绕“人民群众唱主角”，龙游县以

赛事为牵引，激发基层文化活力。制定《龙游县

“百村赛事”群众性文体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每

个乡镇（街道）、“站堂联盟”村每年至少各举办1

场具有本地特色的“我们的村晚”“我们的村运

会”活动、开展一次跨行政村文化走亲活动。通

过村推镇选县比拼，激发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龙游县注重文

化惠民又富民，着力发挥“礼堂+”的带动作用。

如湖镇镇依托文化礼堂组建 15 支非遗表演队

伍，推出 25 个非遗展示节目供市场化点单，在

节假日、大型活动展演，既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又助力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同时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近年来，浦江县以促进山区农民共同富裕

为导向，聚焦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精心打造

“三分六统”模式，即农户“分户管理、分户采收、

分户结算”，龙头企业“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

一移栽、统一肥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实现

“生产最优化、利益最大化”。

“种什么”由市场说了算，“统一品种、统一

育苗”，实现产业规模化。山区的土地资源和平

原地区相比处于劣势，但山区能够借助生态优

势，发展特色农业，使产品获得更高溢价。为此，

浦江县成立特色农业产业办公室，安排专项资金

提升发展葡萄、蔬菜、茶叶、香榧、花卉等五大产

业。制定出台扶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根

据规定，立项获批成为“三分六统”模式示范基地

后，可获得一笔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此外，基地

建设、大棚搭建、统一育苗等均有相应奖补。短短

几年间，示范应用该模式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3400余亩，花卉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余亩；示范

基地的年总产值达到1.35亿元，带动农户1200余

户，还吸引了不少大学毕业生和农创客回乡创业。

“怎么种”让企业来操心，“统一移栽、统一

肥药”，实现生产高效化。积极实施农业“标准

地”改革，由龙头企业负责修缮水渠、沟道等基础

设施和大棚、滴灌等生产设施，再将设施提升后

的土地分块免费交由农户经营管理，实行统一育

苗、移栽和肥药标准。通过集约发展、连片种植，

使全县农机使用率提升15%以上。出台《蔬菜

“三分六统”生产经营规范》，制定间作套种、测土

配方、科学施肥等种植方案，进一步落实农业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邀请省、市农技团队深入田

间地头，变农户“学技术”为专家“送技术”。

“如何卖”让团队来运营，“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实现利益最大化。秉持品牌强农理念，

浦江县浦创产业投资集团注册了“浦色浦香”区

域公用品牌，各类农业企业注册了“葛老头”高

山茄子、“壶江源”高山蔬菜、大塘村“高山番茄”

“花点时间”等农业商标 530 个，成功打造了大

塘番茄、程家香榧、裕民茄子等“一村一品”特色

村10余个。随着农产品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

浦江县联合生鲜超市、饭店食堂、淘宝微店等线

上线下渠道持续发力，让“好鲜花”“好蔬菜”找

到了“好用户”，卖出了“好价钱”。

浦江：打造“三分六统”模式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本版稿件由省委农办秘书处提供

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全面发扬“奋发奋

进、敢想敢干”的“上安创业精神”，开发集种植、

加工、销售和旅游三产融合的红高粱产业，成功

打造“人人种高粱、家家有收入”的“上安共富模

式”，幸福圆上“民富、村强、地方美”的乡村振兴

梦，成为宜居宜业、共富共享好地方。

挖掘原有资源最大潜力，创新适合当地的

农业种植模式。以“八八战略”为指引，积极转

换发展思路，深入挖掘自身潜力，将其转化为发

展优势。自2015年以来，上安村创新引入红高

粱作物，实施红高粱、油菜等旱粮作物一年两季

轮作。红高粱、油菜种植强度低，对水资源需求

不大，可以发挥村里缺水旱地等资源优势，还能

带动村里妇女、老人参与生产。“全村没有一亩

抛荒地，全村没一个‘闲人’”，通过发展“粱花”

产业，一举解决了农村土地抛荒严重和低收入

农户就业增收难题。同时，深化“千万工程”，建

设和美乡村，进行农作物景观化种植和村庄景

点布局，实现“夏种高粱、秋看高粱红、冬种油

菜、春看菜花黄”，成为钱江源国家公园连接千

岛湖风景区的重要景观节点。

提升现有资源最佳效力，创新三产融合的

业态布局模式。主动跳出传统农业的惯性思

维，从红高粱、油菜种植到红高粱酒、油菜籽油加

工、销售，再到红高粱、油菜花旅游，新建红高粱

酿酒作坊、油菜籽油低温压榨生产线，与上海、杭

州等地养老养生公司合作，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与省农科院等单位合作，创办红高粱共富培训基

地，开发研学培训旅游，打通农工商三个不同产

业环节，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深入挖掘“上

善若水，安家乐业”的地方文化，举办中国农民丰

收节、红高粱节、油菜花节等节庆活动，参加全国

和省、市、县组织的农博会、年货节等产品展销活

动，在县城和周边地区开设红高粱、油菜系列农

产品品牌门店，实现产业经济效益最大化。

整合区域资源最强合力，创新联盟合作的

乡村共富模式。以村集体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

权为核心，对村民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和经

营权进行股份制改革，组建上安梯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管理。目前，在家村民负责

基础种植、产品深加工，年老体弱者参加红高

粱、油菜籽收获后晾晒、景区保洁等工作，外出

能人负责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人人参与到生

产、销售和旅游等各个环节，做到人尽其用。在

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主动牵头联合全乡12

个行政村，先后组建高粱红党建联建、红高粱产

业协会、六都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共富合

作组织，成功创建全省唯一的红高粱省级特色

农业强镇。同时，上安村与其他乡镇种植红高

粱的村子、相关国企、科研和金融机构等合作，

共同组建红高粱共富联盟，与浙江大学、省农科

院、开化两山学院等单位合作开展高粱、油菜等

生产技能培训，组建“红高粱师傅”队伍，走进联

盟村进行现场指导，每年培训指导 40 余场次

4000人次以上。目前，开化红高粱产业已扩展

至全县 12 个乡镇，面积 1.2 万余亩，年产值达

7000万元以上。

开化：创新“上安共富模式” 建设共富共享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