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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客货邮融合+” 打通农民增收“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松阳县针对农村物流运力覆盖不足、城

乡公交乘坐率低等问题，通过建立农村快递物流共

配中心，搭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统筹推进

城乡公交客运物流与乡村集体资源集约整合、多业

态服务融合，形成具有山区特色的“客货邮融合+”

农村物流运作模式，实现“快递进村、山货进城、就业

富民”。

聚力破解快递“到不了、出不去”难题，构建

“点+线+面”物流体系。一是全域打造“一张网”。

建立“客货邮融合”党建联建机制，推动交通、邮政、

农业农村等跨部门、跨行业合作，集成配套综合发展

政策，统筹240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客货邮”体系建

设，全面构建以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为枢纽、乡镇“客

货邮”运输服务站为支点、村级物流服务点为依托的

三级物流服务网络。二是客货同运“一趟车”。整合

城乡公交及客运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网”，畅通各

个站点的“毛细血管”，优化“客货邮”融合运输路线，

实现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乡镇全覆盖、运营线路

沿线行政村全覆盖的“双覆盖”体系，打通城乡物流

“最后100米配送”堵点。三是数智赋能“一平台”。

通过整合链路，打造“客货邮”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

“客货邮”信息共享、货品运输全过程跟踪追溯，让客

货联运过程可观、可知、可控和安全高效。同时，对

服务站点到件和寄件进行监测追踪，保证货物在每

个环节的安全运输与配送，提升县、乡、村三级物流

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偏远山区货物配送时间平均缩

短50%以上。

聚力破解物流“资源散、成本高”难题，打造

“客+货+邮”多站合一。一是创新运营模式。推动

物流服务主体县级经营权改革，完善以国企、集团

为运营主体，邮政公司、运输和快递物流企业参与

的运营体系。创新客运、邮政、快递等运力融合机

制，实现设施共用、线路共用、车辆共用、人员共

用，全县山区乡镇均可实现当日下单、次日送达。

二是深化共建共享。因地制宜整合村委会大楼、

客运站点等资源，构筑“一点多能”城乡物流服务

网点，实现资源集约应用、优势互补，既带动人流、

物流、资金流融合汇聚，又盘活乡村“沉睡资产”，

有力支撑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三是拓展增值

服务。叠加拓展便民服务、农村物流、农村金融、

商品代购、农产品代销等服务业态，推动城乡居民

物流寄递“同城同待遇”、城乡跨区域无缝连接。据

统计，全县城乡公交、班线客车日带货1万余件，节

约综合成本40%以上。

聚力破解山区“路程远、产业少”难题，推动

“政+企+社”富民增收。一是开辟农产品上行新通

道。积极推进“客货邮”与农村产业融合，搭建农产

品流通“绿色通道”，改变交通运输、快递物流单一环

节盈利模式，带动松阳农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如

茶商依托“客货邮融合+”农村物流可实现上午收

茶、下午包装、晚上装车发全国。二是迸发农村电商

新业态。深化“农村团长制”电商购物新模式，逐步

构建“服装电商、直播经济、跨境电商、茶叶电商”四

位一体的电商经济新格局，打造丽水市面积最大的

电子商务产业园，省级电子商务专业村、电商镇数量

连续两年居全市前列。三是拓宽村民增收新路径。

通过“电子商务+农村物流”经营模式，为农村居民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提供经营网店、物流配送、快件保

管揽收等就业岗位70余个，让山区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

近年来，嘉善县牢牢抓住资金要素这个“牛鼻

子”，探索实践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发展基金”“双

金”模式，在政府财政资金的有力撬动下，着力破解

乡村产业投入相关瓶颈。

创设“双金”模式，激活资金下乡通道。一是创

设专项资金。通过提取乡镇土地出让净收益建立专

项资金，“以农哺农”来开源，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并精准投向美丽经济、现代农业、强村

富民等基础设施建设、优质资产吸纳领域。如安排

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支持陶庄镇打造长三角智种

产业园，引入苏浙沪种业科研力量，大力推广制种产

业。二是探索发展基金。设立乡村发展基金，引导

参与共富码头、共富商超等乡村富民产业项目。如

总投资359万元的大云共富商超项目，由县供销社、

缪家村和亿里福集团共同投资，缪家村可获得租金

收入、投资额10%保底收益和持股分红。三是创新

“双金”体系。打好创新组合拳，做精专项资金，发挥

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做强发展基金，通过“双金”模式

一体化设计、推动和监管，形成政府来牵引、市场来

唱戏的乡村投入生动局面。如姚庄镇通过专项资金

打造现代农业小微产业园，并通过发展基金引入生

鲜物流企业，入驻农户亩均增收 5000 元，增幅 20%

以上。

突出项目绩效，提振资金下乡信心。一是摸清

资金需求面。先行打破乡村投入来源少、资金少、

整合弱实际，在强村富民、和美乡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等重点方向列出需求清单。如嘉善以

“双金”为牵引，累计实施“飞地抱团”项目23个，已

建成项目12个，为项目参与村带来6.2亿元分红收

益。二是建立动态项目库。建立乡村发展项目动

态库，开展精准分类、评价预判和动态更新。目

前，全县已梳理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集成改革等四大类近百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超400

亿元。注重招优引强，每年在长三角地区举办农

业项目洽谈会，定期召开农业招商推进会，推动专

班招商、驻点招商、中介招商。三是找准项目发力

点。围绕重点工作，突出嘉善特色，把“双金”用在刀

刃上，取得较好效果。

注重成果转化，释放资金下乡红利。一是巩固

制度成果。制定并出台“双金”管理办法，强化一体

设计、一体推进、一体监管。开展全程风险防控，形

成“项目准入、投放监测、绩效评价、风险防范”等于

一体的标准化管理流程，并在资金安排、业态培植等

方面进行配套制度设计，为模式示范应用推广奠定

基础。二是释放共富红利。在“双金”模式有力驱动

下，全县已形成强村富民“扩中”“提低”的共富发展

新形态，并连续推动五轮强村富民计划。三是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双金”模式双向牵引，全年乡

村有效投入突破50亿元。在项目推动下，嘉善被列

入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创建单位，取得全省“神农鼎”。

嘉善：探索“双金”模式 赋能产业发展

近年来，淳安县探索创新“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村集体参与、农民受益”的“新型帮共体”共富模式，

促进乡村振兴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有机结合，构建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形

成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先富带后

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为强村富民注入持续动

能。目前，当地以王阜乡胡家坪村为试点，建设“新

型帮共体”农文旅综合项目，探索乡村共富新路径。

坚持初心为民，创新“公益+市场”的联农联村

机制。一是助力村民就业促增收。通过项目建设吸

纳一批、日常运营安置一批、返乡创业带动一批，帮

助村民找到适合的岗位，最大限度推动村民可持续

增收。二是改善村居设施优环境。坚持公益项目优

先、保障民生，投入近6000万元改造胡家坪等5个自

然村的人居环境，新建幼儿园、村民食堂、医疗站、托

老所、邻里中心、健身休闲中心等基础设施，让村民

在家门口享受到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三是促进共

建共享共致富。树牢基于市场逻辑的项目运营理

念，加速构建企业与村庄、村民、农业共生共赢关

系。政、企、村、民共同做好山水旅游开发、农品精深

加工、房地流转改造等文章，让山村“绿色资产”变现

增值。

注重改革突破，凝聚“政府+市场”的集聚集成

合力。一是变革三方协调机制。理清企业、村集体

和农户三方边界关系，企业作为“帮共体”运营的“总

操盘手”，负责项目整体规划、打造和运营，村集体负

责农企双方利益协调和矛盾纠纷化解，村民根据需

要嵌入帮共体的各个环节，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入

园就业得薪金、家庭经营得现金、股份分红得股金，

以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保障企业稳定运营。二是推

进相关改革。用好“一县一策”点状供地政策，在胡

家坪村率先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三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为避免政府投资

项目与企业投资项目的实施程序、标准等不兼容，导

致政府投入的建设资金与企业资金无法整合，该县

专门研究出台《公益类项目政府扶持一事一议办

法》，按照投资额度对人居环境改造等公益类项目进

行奖补，既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率，也更好支

持和引导企业公益投入，实现村民利益最大化。

突出制度集成，更好体现“显性+隐形”的收益

效益。一是放大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示范效应。“新型

帮共体”的实践案例，让企业家们看到了回馈乡村、

参与公益的空间与路径。目前，该县已涌现出多层

次的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如“冬闲田联农共富”

模式，梓桐镇万头羊场项目的示范带动与联农惠农

实践等。二是提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舞台空间。

在培育和引导“新型帮共体”项目的过程中，该县细

致梳理项目落地面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并通

过改革和创新形成系统化、可借鉴的工作方法，如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项目服务流程再

造和审批提速等方面的经验。三是构建“新型帮共

体”的评价体系。目前，该县通过“三本账”来评价帮

共体模式的成效：“经济账”是企业健康运作，村民通

过劳动、股份等形式分享收益；“社会账”用来评估项

目的社会价值，是否增进村民和村庄的福利；“精神

账”则是让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得到尊重和认可，同时

也让农民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淳安：创新实践“新型帮共体”模式 促进乡村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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