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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农 观 察

□本报记者 李松

近年来，“盒马村”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

起，他们借助数字经济平台，将越来越多的

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还卖出了名气、创出了

品牌。据统计，2023年全国185个“盒马村”

实现农产品销售额68亿元，带动就业3.8万

余人，促进农民人均增收 2.52 万元。其中，

浙江有“盒马村”9 个、盒马供应基地 70 个。

2023年，浙江通过“盒马”新零售实现农产品

销售额4亿元。

“盒马村”是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零售

品牌“盒马鲜生”提供订单农产品的村庄。

它的出现，到底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发

挥了什么作用？

“盒马村”是推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

业链的有效途径。现代农业对生产技术的

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品质的把关越来越

严格。农户因经营规模相对较小，难以凭借

个体力量达到相关要求。“盒马村”通过“定

口味、定大小、定品种”的订单农业生产方

式，引导农户和生产主体引进和掌握良种、

良机、良技，开展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生

产，实现更稳定、更高效的收益预期，从而顺

利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中。

“盒马村”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有效

方式。浙江是民营企业的“摇篮”，如何将民

营企业的“优势”转化为助农增收的“胜

势”？“盒马村”的运营模式为此提供了生动

范例。依托“盒马鲜生”强大的市场流通渠

道，通过农业订单将消费侧的市场需求传递

给供给侧的农户，通过分级收购，为不同品

类的农产品提供差异化销路，从而降低农产

品的滞销风险。以景宁惠明茶为例，由于农

业订单激励，茶农从传统的“一年一季”产茶

模式转变为“全年产茶”，收入大幅提升。

“盒马村”是赋能“土特产”价值链的重

要推手。不怕多花钱，就怕不正宗。如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产地正宗”的“土特

产”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然而“酒香也

怕巷子深”，仍有不少地处山村的“土特产”

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缺少知名度，鲜有人

问津。“盒马村”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自有供

销渠道，将各地“土特产”推向全国。截至目

前，浙江已有100多种“土特产”通过“盒马鲜

生”销往全国。另一方面，通过“盒马鲜生”

与当地区域公用品牌联名，借势“盒马鲜生”

本身高标准、高品质、高价值的品牌形象，扩

大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从而提升“土特产”

附加值。

可以预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产业

水平的提升、销售市场的扩大，像“盒马村”

这样“以商助农”的新模式将会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之江大地上。

（上接第1版）

搬迁工作并不是在“迁出”以后就画上

句号，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住得牢、过得

好。“为了保障迁居群众权益，我县确立迁居

群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集体资产

收益分配权不变、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

块地’权益不变的原则。对 60 周岁以下失

业或低收入人群进行重点帮扶，兜底保障困

难搬迁人员就业；对于 60 周岁以上的搬迁

居民，则根据身体自理能力在安置小区内安

排志愿服务工作等。”嵊泗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

对于海岛县的居民来说，“菜篮子”工程

是增加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嵊泗县

菜篮子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戴斌告诉记者，

2024 年嵊泗县“菜篮子”直供店和惠民店蔬

菜平均价格为7.42元/公斤、猪肉平均价格为

37.82元/公斤，基础保供品价格平稳，为稳经

济、保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 年我县

‘菜篮子’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在建立偏远

海岛保供体系基础上，实施县域‘菜篮子’同

城同价，即外岛乡镇‘菜篮子’价格与菜园本

岛一致，现已实现县域范围全覆盖。”戴斌介

绍。

在医疗卫生领域，嵊泗县与5家省级医

疗卫生机构达成合作，引入71项新技术、新

项目，填补当地医疗空白，让海岛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教育领域，该县与省内8所优质学校

签订了教育帮扶合作协议，实现跨区域优质

教共体帮扶全面覆盖，一系列师资培养、干部

交流、教研教学等帮扶活动也随之展开，有效

提升了海岛地区的教育水平。2024年9月1

日，嵊泗县嵊山镇和枸杞乡的小学、幼儿园分

别完成撤并，正式更名为东海小学、东海幼儿

园，进一步优化海岛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海岛

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

让帮扶政策落到“地上”

走向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落下。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要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行动。”嵊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杰

说，“在低收入群体托底方面，我县持续深化

‘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采取‘乡镇干

部+帮扶干部+村干部+网格员’的全方位帮

扶模式，确保每一户低收入农户都能得到精

准帮扶。目前，479 户低收入农户在结对帮

扶下，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我们还根据地方特色，出台了相关的帮

扶政策。比如对低收入农户减免海陆交通费

用、豁免退休渔民社龄补贴收入、延长公益性

岗位就业收入豁免期限、对因病致贫潜在困

难对象实施救助等普惠性帮扶政策，为低收

入农户增收节支、脱贫减困、保障基本、提升

质量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谈起极具嵊泗特色

的帮扶救助政策，嵊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金瑜自豪地说。

为了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嵊泗以5个

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为抓手，进一步完

善帮扶机制，整合帮扶力量，拓宽帮扶领域。

以该县菜园镇绿华村为例，这个新型渔农村

通过打造深海大黄鱼共富工坊，不仅提升了

养殖配套设施，还推出了糟黄鱼衍生产品，升

级包装，开拓市场，充分打响了“深海大黄鱼”

品牌。如今，绿华村的大黄鱼养殖业已成为

支柱产业，受益渔民达60余户。2024年，5个

重点帮促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增幅超15.54%，

经营性收入增幅达19.53%。

“我县将坚持以帮促低收入农户增收

致富为导向，积极落实各项增收举措，强化

省级衔接资金政策落实，助力海岛县走好

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陈

杰表示。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从5%至37.5%，国内西蓝花自

主选育品种市场占有率 6 年来实现质的飞

跃！1月8日，记者从在台州湾新区举行的浙

江西蓝花新品种大会上获悉，浙江自2018年

牵头启动的国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关取得重

大进展，累计育成西蓝花新品种153个，目前

全国自主品种市场中，浙江省自主品种市场

占有率达82%。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七年举办西蓝花新

品种大会，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约1

亿元，先后攻克了西蓝花小孢子培养、主要病

害抗性精准鉴定、营养成分快速无损检测、高

产杂交制种等关键性技术。”会上，省种子管

理站有关负责人透露，联合攻关期间，浙江育

成了“台绿”“美青”“浙青”等一系列重大品

种，其中“美青70”“浙青161”“台绿630”等表

现突出，在国内西蓝花主产区实现大面积进

口替代。

会上，国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关2024年

度优秀推荐品种发布，10个新优品种登台亮

相。“这些都是优中选优的‘尖子生’，适应性

好、商品性优、产量高，适合大面积推广。”国

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关组专家、省农科院研

究员顾宏辉介绍。

目前，台州市农科院等育成的“台绿”系列

西蓝花新品种累计种植超80万亩，稳居国内

推广面积榜首。“接下来，我们将在不断加强

研发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从种植源头到终

端销售全程可追溯的产业链体系，打造具有

辨识度的西蓝花品牌，提升台州西蓝花产业竞

争力。”台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6年累计育成新品种153个

国产西蓝花品种八成出自浙江

“盒马”助力“土特产”发展

1月6日，在位于

建德市寿昌镇的浙江

睦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移动苗床种植基

地，技术人员正对无

土培育的草莓、辣椒、

茄子、玉米等秧苗进

行冬季培育管理。该

公司有移动苗床 816

平方米，通过无土栽

培、水肥控制、温度调

控等手段，年育果蔬

秧苗50万株。

宁文武 摄

无土培育秧苗无土培育秧苗

1 月 8 日，全省首笔农业用水权交易在

浦江县达成并完成交割。浦江县浦阳江流

域管理中心以每立方米0.05元的价格，从当

地仙华街道五里社区等91个村、社区手中，

购买1000万立方米农业用水权，使用期截止

到年底。

通济桥水库是浦江县最大的饮用水水

源地，每年入库流量 9000 万立方米，其中

3485 万立方米为农业灌溉用水许可指标。

作为全省首个全国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

点地，去年10月8日以来，浦江将通济桥水

库农业灌溉用水使用权，按实际灌溉需求，

分配灌区周边110个村社，并为各个村社发

放了水资源使用权证。

“这些用水权指标，各个村可以用于农

业灌溉。节约下来的水，则可以进行转让

交易。”浦江县浦阳江流域管理中心党支

部书记张志坚说，前不久，他们对各个村

过去一年的农业用水权指标结余量进行

统计，发现有 91 个村社有较多结余量。于

是决定将其中 1000 万立方米结余指标进

行回购。

“这次交易，我们村拿到了2万余元，闲

置水资源实现了变现。”浦南街道西张村党

支部书记郑艳珍说。

当天线下完成回购交割的1000万立方

米农业用水使用权指标，有500万立方米将

用于灌区周边的生态放流，另500万立方米

通过二次交易，作为居民生活用水。

石磊 钱关键 楼汤灿

全省首笔农业用水权交易完成交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