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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青

石板巷，游客三三两两，或沿河漫步，或悠闲品茗，一幅

清新雅致的江南水乡画卷。“我们从上海市区

自驾过来，车程只要1小时。这边的基础

设施很完善，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很适

合周末休闲游。”游客周女士点赞

道。一旁的返乡创业青年、马房咖

啡主理人李雪雯表示：“我们不需

要引流，游客们会自行在社交平

台上宣传，每逢节假日，店内人

多得站不下。”

横港村越来越响的名气，与

“吴根越角”美丽乡村风景线的建

设密不可分。“我县与上海市青浦

区、江苏省吴江市联合打造一条跨省

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其中，核心圈全长

161 公里，拓展圈全长 319.5 公里，涵盖 3 省

（市）3县（市、区）的45个点位，融古镇旅游、水乡风光、

乡村创客、农耕体验于一体，真正做到将示范区省际毗

邻区协同发展的‘盆景’连接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亮

丽‘风景线’。”嘉善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还借助三地联合打造的乡村振兴联盟，拓宽嘉善优质农

产品的销路，进一步打响农产品区域品牌，走出一条增

收致富的新路子。

和美乡村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日

前，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江苏

省农业农村厅、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

行委员会联合印发《“吴根越角”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

线规划实施方案》，提出要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建立

整县（区）制推进跨省域美丽乡村共建共享机制，有机

串联产业、文化、景区、村庄、田园等资源要素，布局形

成“水乡客厅+核心圈+拓展圈”的“一核两圈”模式，核

心圈覆盖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五镇，拓展

圈覆盖青浦、吴江、嘉善全域，深入推进长三角农业农

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跨省域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接下来，浙江将与其他两省一市一道，在农产品

质量监测追溯、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渔业资源修复养

护、农产品市场营销、乡村休闲旅游推介、新时代美丽

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和乡村科技服务等方面

强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和美乡村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沈璐兰

12月24日，2024年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业农村厅长（主任）座谈会在平湖召开。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翼，今年以来，浙江全面落实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以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为引领，与沪苏皖兄弟省市一道，协同加快推动产业共兴共享、乡

村共建共享、科技共创共享，一体化合作场景不断迭代拓展，开启长三角农业农村领域交流合作新篇章。

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紧密携手，不断完善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多层面联合开展深层次

合作，共同探索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路径。当前，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加快，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借鉴、可复

制的发展模式。

今年6月，2024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

我省举办，大会邀请来自沪苏浙皖的150余名代

表田头看瓜、会场品瓜。其间，记者遇到来自江

苏省东台市仓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的严

经理，他对由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浙

江大学共同选育的“浙蜜 8 号”西瓜品种情有独

钟，想引进种植。“浙蜜8号”作为近年来西瓜市场

上的一匹“黑马”，不仅连续多年蝉联浙江省优秀

西瓜品种榜首，还多次被安徽、江苏等省列为主

推品种。

面对现场琳琅满目的新品种，安徽省种子管

理总站相关负责人直言：“今年是我第三次来浙

江参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我们也

准备办起来。”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科技创新协

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中，种业创新是基

础。我省已连续多年举办长三角水稻、鲜食玉米

等新品种交流活动，积极搭建新品种交流合作和

示范推广平台，协同推进农业种业科技创新。仅

以我省“秀水”“甬优”系列籼粳杂交稻品种为例，

每年在长三角推广面积就达1200万亩。

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我省协同其他两

省一市，努力健全长三角农业科技力量培育、

科研平台协同建设、科技成果协同转

化机制，充分发挥长三角乡村

振兴研究院、长三角高校联

盟农业技术转移服务平台

等作用，开展联合攻关，

营造高效协同农业科技

创新生态。由浙江、上

海两地农科院联合完

成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长江中下游水稻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集成”项

目，使水稻亩均增产超 50

公斤，亩均节本增效 150 元

以上。

“我们希望与兄弟省市加强常

态化交流合作，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搭

建起更大的互促共进平台，持续推动长三角地区

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5月，长三角地区首张跨省无纸化动物检疫证

明在湖州市南浔区开具，当地畜牧公司领到电子证明

后，将2080羽肉鸡顺利运至上海。该证明被同步推送

给承运人、屠宰企业和上海的检查站。“我出示电子码，

系统就能自动核验检疫证明的信息，报验效率和准确率

大幅提升。”驾驶员代苗壮激动地说，“无纸化证明省去

我们来回跑的时间，既方便又快捷。”

“浙江是生猪调运大省。我省牵头推进跨省域无纸

化动物检疫证明在长三角地区互通互认以来，有力推动

长三角地区动物防疫和畜禽产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深度

协作。目前已开具长三角跨省无纸化动物检疫证明超

1.37万张，有效破解企业出证耗时长、成本高的痛点；全

省186家畜禽屠宰企业检疫和检验过程已全面实现无

纸化管理，日均检疫和检验出证时间缩短70%左右。”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长三角创新资源

集聚优势，我省主动对接沪苏皖协同推进，建立肉类监

管协同机制，构建“一次出证”“一码追溯”“一网通销”新

格局，筑牢长三角地区肉类监管“从牧场到餐桌”全链条

防线。

除协同优化涉农政务服务外，今年以来，我省打出

了一系列“组合拳”，长三角农业农村领域产业高质量发

展合作成效正不断显现。“在协同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方

面，浙江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推进跨区

域粮食储备基地、供沪蔬菜基地、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等，今年共遴选发布首批100个长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在加强农产品产销合作方面，我们立足差异

化和互补性，不断健全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协作

机制，在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浙江农博会等重大活动

设立专区，安排专场推介长三角特色优质农产品。”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获证单位已达1万

多家，产品已达2万多个。

科技创新生机勃勃

扩大“朋友圈” 释放新活力
——长三角农业农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纪实

产业发展聚链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