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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浙江日报记者 余勤

本报讯 1月9日下午，省委书记王

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

进会暨缩小“三大差距”动员部署会要

求，以“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

一年”的思路，进一步细化明确任务要

求、具体项目、时间路径、配套政策，确保

各项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加快落地见效。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捷和省领导

徐文光、邱启文、张雁云、李岩益、柯吉

欣、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以“千万工

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

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2025 年工作计

划、任务书编制情况和政策保障情况汇

报并进行研究讨论。

会议强调，要瞄准做好强城兴村融

合“3 篇文章”、抓好“8 项重点工作”、推

进“3项重大改革”，落实工作计划和年度

目标，具体实施中要牢牢把握坚持创新

共同富裕体制机制、以县域为重要单元、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施策久久为功、

创新创业勤劳致富“5大原则”，确保一抓

到底、落地落实。要突出重点、抓住关

键，以“小切口、大民生”理念，进一步深

化细化具体工作举措，找准改革的发力

点、突破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要实行分级负责制，省级强化顶层设计、

完善政策体系；市级组织实施，县级主抓

落实，特别是要对县（市、区）充分赋权，

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充分激发县域发展

动力活力。要优化提升支持政策，围绕

重点工作任务，加大对山区海岛、农业农

村的支持力度。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更好调动县（市、区）尤其是山区海岛县

的积极性，上下同心、共同努力把这项工

作做实做好。

□本报记者 李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

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模式，扩展服务

领域和辐射范围”。2024年以来，浙江

坚决贯彻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深

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加速推进现

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为广大农户

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农业高质量

发展。

“我们农事服务中心是农户的‘田

保姆’,从种到收提供全程服务。”位于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光明村的於潜现

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冯骥告诉记

者。作为全省首批建成的4家省级现

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之一，该中心整合

当地农机设备和操作人才资源，可提

供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和数

字农业、集中育苗、烘干加工、农技服

务、农产品营销、农资配送、农事研学

等7项专业农事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周

边10公里，年服务能力达11.5万亩次。

2024 年，浙江纵深推进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百千”工程，发布《关于加

快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农业

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意见》，要求加快落

实农业农村领域“两重”“两新”决策部

署和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推动农事服务

提能升级、全域覆盖，还修订了《浙江省现代化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导则》，指导做好规划布局调优。

截至目前，浙江已建成农事服务中心263个，提升农

事服务站点1380个，拥有机械装备1.28万台（套），配置

虫情测报站123个，可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5100万

亩次，集中育供秧苗能力达到7800万盘，可满足近80%

机栽水稻田的秧苗需求，粮食烘干加工能力达到650万

吨，在全国率先实现粮油作物农事服务全覆盖。

“我们中心可以提供育秧、插秧、翻耕等水稻全程机

械化服务，同时还具备农资配送、农机维修、农业废弃物

收集处理等功能，农户可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下订

单选择我们的服务。”位于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许里村

的“好乐耕”农事服务中心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戴美珍边

用手机演示边告诉记者，农户在小程序上下单后，技术

人员会前往现场实地察看，根据地块情况、服务需求等

形成报价，双方同意后签订合同。服务过程中，导航芯

片可收集作业机器所在位置、行动轨迹、作业面积等数

据，让中心和农户及时了解服务进展。

“现在只需手机上点一点，就能下单生产中需要的

各种服务，而且随时能看到进度。一旦发现问题，可以

联系技术人员立马上门解决，方便、省心！”当地种粮大

户张霞军笑着对记者说。

除了粮油作物以外，“土特产”也成为现代农事服务

的重点覆盖领域。临海市聚焦西兰花、柑橘产业，通过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极大提升了全产业链生产经

营效率。当地西兰花商品化穴盘育苗中心培育的商品

苗应用面积已达3万亩；浙江忘不了柑橘专业合作社建

成了全省最大的柑橘产后数字化分选中心，分选效率较

人工提高20倍以上。

“到2025年，我们将形成以4个省级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6个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为基点，50个示范性专

业农事服务站点为配套，覆盖‘全域、全产业、全链条’的

农事服务体系。”临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打造现代农事服务体系，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必然要求。”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双强”专班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的一年里，将进一步强化农事服务中心服务

地方特色产业的能力，拓展服务功能，规范运营管理，全

面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提供

强劲动力。

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

围绕强城兴村融合落实工作计划和年度目标
刘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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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嵊泗绽新颜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全

域共富的一体两面。近年来，我省最东

部、舟山群岛最北部的海岛县——嵊泗

县，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

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凝练形成共同富裕多元投入机制、低收

入群体托底机制、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三项重点改革”，有效缩小地区、城乡、

收入“三大差距”。日前，记者来到嵊泗

蹲点走访了解海岛县高质量发展促进共

同富裕的新成效。

让海岛产业更加兴旺
海岛县突围，产业自强是关键。

嵊泗县海域水质优异、饵料丰富、水

温适中，适宜贻贝生长。“贻贝能自主吸

收海水里的养分，养殖周期一般需要两

年左右。我一年收4000—5000根苗绳，

每根苗绳产50公斤贻贝，挣30万—50万

元没有问题。”嵊泗县枸杞岛贻贝养殖大

户叶定国告诉记者。

近年来，嵊泗县紧紧抓住海洋资源

优势，大力推进贻贝全产业链发展，打造

了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经多方努

力，我们攻克了厚壳贻贝产业化人工育

苗、早繁技术和优选育种等课题，解决了

种苗价高、质量不稳等难题。同时，运用

数字化管理手段，打通贻贝养殖育苗、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质量安全等全产业

‘一条链’，推动贻贝产业可持续发展。”

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嵊泗县贻贝养殖面积为 3.1 万亩，

2024年贻贝产量达24.7万吨，占全国总

产量的40%。

近两年，海岛休闲游成为一种新趋

势。嵊泗夕会悬崖酒店坐落在嵊泗县

“东海五渔村”之一的会城村，面朝“浙江

最美公路”左岸公路。“酒店于2024 年7

月正式营业，正好赶上海岛旅游旺季，36

个房间日均入住率达 80%以上，最贵的

房间为每天 2000 元。”嵊泗夕会悬崖酒

店店长助理吴女士告诉记者，便利的交

通条件为嵊泗的民宿产业发展带来人

气，酒店住客多半是从上海过来的家庭

游群体，他们自驾从上海出发，两个多小

时到达沈家湾码头，游客和汽车都坐轮

渡到达本岛，方便在岛出行。

出门就是大海，转角即是海滩，嵊泗

一直以它独特的渔家风情和绝美海岸线

吸引着八方游客。2023年，该县五龙乡

田岙村、黄沙村、边礁村、会城村抓住家庭

游市场需求，通过强村公司“抱团”发展，

共同打造了集住宿餐饮、亲子游玩、数字

办公、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于一体的复

合型、沉浸式、综合性五渔文创园区。“以

五渔童梦乐园为主导形成的总体旅游效

应，为周边咖啡店、民宿带来了火爆的人

流，暑期、国庆等旅游旺季，日均人流量达

到1万人次。”五龙乡乡长何伟介绍，通过

该项目，五龙乡的旅游经济实现了“季节

性”向“全年候”转变，同时延长游玩半径，

辐射促进游客向邻村引流，间接带动全乡

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50万元。

在嵊泗，每个小岛都有属于自己的

“破圈”密码。“针对不同客群，嵊泗海岛

旅游秉持‘一岛一主题’，花鸟岛主打‘爱

情圣地’，嵊山岛聚焦‘海钓天堂’，枸杞

岛深耕‘蓝海牧场’……我们要把海岛旅

游‘吃’出新花样。”嵊泗县副县长马梁表

示，2024年，全县游客接待量达855.9万

人次。

让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如何让小岛居民在时代浪潮中共享

发展成果？“我县创新性地提出了‘小岛

迁、大岛建’工程，扎实推进小岛居民异

地搬迁工作，持续完善城乡优质公共服

务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铺好路、架好

桥。”嵊泗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县

已顺利完成东库岛、壁下岛等 5 个常住

人口在100人以下的偏远住人小岛的整

岛迁居工作。 （下转第2版）

1 月 6 日，宁波

市镇海区文化馆“送

福送春联”活动暨文

化特派员惠民活动

在镇海区骆驼街道

朝阳村文化礼堂举

行。图为当天，该区

文化特派员以及书

法爱好者在朝阳村

给村民写春联。

胡学军 摄

文化下乡文化下乡
惠民暖心惠民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