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俗语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在浙江乡村，腊八一过，

年味就更足了——那是家门口满含烟

火气息的“晒冬”场景，是文化礼堂里

喝彩连连的舞龙表演，更是吆喝声和

欢笑声交织的年货集市……乡村年

味，饱含乡土味、文化味、新潮味。

乡土味，是乡村年味的本色。在

位于浙北的长兴，年味从一盆盆锅气

氤氲的湖羊肉开始，肉质鲜美、肥瘦

相间，是冬季温补的不二选择；在位

于浙东南的温岭岙环，年味从一袋袋

酥脆甜香的油爽开始，早在清朝末

年，它就是家家必备的年货之一；在

位于浙西的开化，年味从一道道“年

猪菜”开始，众人围坐一堂，吃得齿颊

留香。从传统的糕点、炒货到地道的

酱鸭、腊肉等，浙江“土特产”品类丰

富、特色鲜明，乡土年货更是浙江农

村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这背

后，是扎根乡土、唤醒味蕾、承载记

忆、传承文化的情感纽带。

文化味，是乡村年味的一抺亮

色。腊月伊始，各地乡村便轮番上演

“村晚”这一“草根盛宴”，家门口的大

舞台、配套越来越齐全、内容越来越

丰富，直接将年味拉满。作为发源地，

“村晚”在浙江已走过40余个年头。它

的独特魅力在于农民演、农民看、农民

享，一个又一个带着“泥土味”的节目

让广大农民群众乐在其中。此外，还

有余杭径山的点茶，寓意新年“好兆

头”的嘉兴灶画，以及“快游龙”等宁波

奉化布龙表演，更是将乡村年味推向

高潮。每年春节期间，各地围绕“非

遗”保护传承，推出新产品、新场景，让

市民、游客在“非遗”里遇见浙江乡村

之美，也让“浙”里乡村的年味更具有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新潮味，是乡村年味的新风尚。

随着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过年。前不

久，杭州市临安区的昌化等6个乡镇

的 32 家民宿、11 家饭店推出了万桌

“年猪宴”，通过“年夜饭+乡村游”的

新模式，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深入了

解打糍粑、舞龙等浙江民俗，尝尝最

纯正的年味。随着“村咖”产业的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青年选择返乡、入

乡，他们将本地文化、风景、农特产品

等元素与咖啡融合在一起，碰撞出更

多新场景，成为“浙”里乡村别具风情

的新年味。2024年，浙江申报的全国

休闲农业重点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数量分别达11个、102个，均居全国第

一，进一步扩大“浙里田园”品牌影响

力，吸引众多游客到浙江乡村品年

味、过新年，感受乡村的独特魅力。

文脉如水，文脉润心，相信在

“浙”里乡村，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年味。

浙 农 观 察

乡村年味何以浓

□本报记者 沈璐兰

眼下，正值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

“黄金期”。连日来，我省抢抓冬季农

闲施工进度，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机

械化作业水平和灌溉效率，全力打造

更多稳产高产农田，进一步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

在长兴县泗安镇高标准农田施

工现场，多台挖掘机、推土机正来回

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高

峰期每天有8台挖掘机和推土机投入

建设，40 名工人同步施工，目前已完

成该项目工程量的九成，预计今年 2

月建设完成。”项目技术负责人郎建

友告诉记者。

“这里地势较高，部分田块的基

础设施条件差，灌溉渠道以土沟为

主，灌溉水源以上游山体地表径流和

部分山塘为主，原来只能种植红薯、

玉米等旱粮。我们通过平整田块、布

置灌排渠道、新建灌溉泵站等工程措

施，改善原先灌溉困难、灌水不均的

情况。”长兴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副

主任刘凯介绍，该项目建设农田面积

2500 亩，涉及泗安镇长岗岭村、庆丰

村、罗家地村、管埭村和黄巢斗村等5

个行政村，受益农户达 4321 户 13865

人。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水资源得到

更好利用。2024年，海盐县共建设高

标准农田 3.5 万亩，规模居全省前

列。“以通元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为例，新建高标准农田后，高效节水

灌溉设施有力提高了水资源利用

率。同时，通过建设标准化泵站，实

现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引进的

远程控制设备，信息采集能力强、传

输实效性快、自动化水平高，大大降

低了人工灌溉工作量和成本，进一步

提高了农田水利设施的精细化、标准

化水平。”海盐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

设管理科负责人告诉记者。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

安全，一头连着农民增收。近年来，

宁波市奉化区因地制宜、分步推进跨

乡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内高标准

农田建设，稳步拓展了粮食生产空

间，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眼

下，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西坞街

道的 2492.9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正在进行最后扫尾工作。“项目区原

先进行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布

局较为合理，沟渠路布置较为完善，

但由于建设年代已久，农田基础设施

逐渐出现老化现象。”谈及启动项目

的缘由，奉化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

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包家辉坦言道。

“农田整治期间，我们对渠道、排

水沟、田间道路、渠道过桥板等进行

了改造，新建机坡55处，拆除重建泵

站2座，并开展土壤培肥工程。”包家

辉说，“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我们将调

整项目区的耕作制度、优化种植结

构，预计可新生产粮食 4.25 万公斤、

蔬菜0.92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

26万余元，增加农民收入80余万元。”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贯彻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省将

继续锚定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

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目标，扎实开

展冬春季农田水利建设攻坚、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质增效、农田沟渠整治和

平原涝区治理‘三大行动’，为保障粮

食安全奠定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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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黄金期” 高标准农田建设忙

□本报记者 杨怡

近日，记者走进常山县东

案乡金源村，这里处处飘着胡

柚的香气，农家门口张贴着红

彤彤的春联，与院内挂满枝头

的金黄色胡柚相映衬，格外喜

气。“村里低收入农户门前种

的胡柚树，是我们‘幸福庭院’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扮靓乡村

的同时也为低收入农户增加

一份收入。”常山县农业农村

局乡村振兴协调科科长杨芝

冬说。

据介绍，2024年以来，常山

县以胡柚为媒、庭院为基、增收

为要，迭代升级“共富果园”模

式，创新实施“幸福庭院”工程，

增加低收入农户收入。

“我们通过盘活农户闲置

的庭院空间，打造了‘一户一

树一景’节点，把农户房前屋

后‘闲杂院’变成群众增收致

富的‘黄金地’。同时，通过县

光伏小康工程项目收益资金，

免费为具备种植条件、有种植

意愿的低收入农户，栽种可当

年成活、次年投产的实生胡柚

大树，胡柚树资产确权到户，

所得收益全部归农户。”杨芝

冬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县

累计完成 3664 户低收入农户

种植计划，直接带动每户低收

入农户当年增收1400元。

以此为契机，各村立足自

身实际，纷纷施出增收“妙

招”。以金源村为例，该村借

助“幸福庭院”工程建设，积极

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引进投资

主体在村内实施腾云旅游“根

据地”项目，通过“资源撬动、

龙头带动、村企联动、协同互

动”的方式，形成了乡村旅游

“金源模式”，推动村庄实现

“全业态繁荣、全产业发展、全

农户致富”。

截至2024年底，金源村累

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960 余万元，村集

体增收50多万元，间接带动就

业增收和农产品销售300余万

元。

金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周芝英表示，目前，“金

源模式”已在常山县紫港街道

渣濑湾村、衢江区盈川村复制

推广。

“幸福庭院”栽下的胡柚

树，将持续稳定地结出“幸福

果”。

新春新春新春 走基层

（上接第1版）

在“土特产”赛道上，不仅

众多“种子选手”竞相“炫技”，

更有不少“新面孔”频频脱颖而

出。在 2024 浙江农业博览会

上，浸泡酒、蒸馏酒、发酵酒等

多个品类的杨梅酒赢得消费者

广泛认可。“杨梅酒是‘小农户’

对接‘大市场’的重要媒介，目

前我省杨梅种植面积有130万

亩，年产量达 70 万吨，杨梅加

工企业56家，年加工鲜果近10

万吨，真正做到了‘产一季，卖

全年’。”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4年以来，浙江

聚焦杨梅酒产业提质扩量，实

施杨梅酒质量标准创制、技术

研发攻关、主体培优做强、品牌

创建引领、市场营销拓展、原料

基地提升等‘六大行动’，力争

把杨梅酒打造成具有高知名度

的地方特色大产业和一张专属

于浙江的土特产‘金名片’。”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以优质优

价为牵引，以全链发展为路

径，深入实施农业全产业链建

设行动，开展省级乡村“土特

产”精品培育试点，推进“土特

产”提质增效。同时，加快推

进农产品加工“百千”工程，加

力补足冷链短板，推动三产融

合和产业平台提档升级。此

外，坚持品牌营销提优赋能，

组织编辑浙江“土特产”甄品

大系，进一步扩大“浙字号”影

响力，全方位助力浙江“土特

产”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推

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内容，

让省政协委员、开化县大溪边

乡上安村党支部书记余雄富

倍感振奋。今年，他的提案围

绕建设“杭州—淳安—开化”

高速公路“共富走廊”展开。

“开化和淳安作为山区

县，农业资源丰富，要把资源

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让更

多农产品走出大山。”余雄富

说，“杭州—淳安—开化”高

速公路不仅是一条公路，更是

一条“经济走廊”。他相信，

高速公路开通后，一定能推

动浙西山区乡村振兴迈上新

台阶。

对此，余雄富建议出台专

项政策，支持“杭淳开”高速公

路 沿 线 乡 镇 和 农 村 加 快 发

展，通过对沿线乡镇基础设

施、村庄提升、产业布局等进

行统一规划、招商和建设，集

成政策、人才、技术等要素，

形成当地特色产业集群优势，

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

协调发展。

“幸福庭院”结出“幸福果”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春节临近，

湖州市吴兴区

八里店镇兰鑫

花卉种植基地

智能化温室大

棚内，15万余株

各色蝴蝶兰竞

相绽放。工作

人员忙着组盆、

管护、搬运蝴蝶

兰，供应市场。

何伟卫 摄

年宵花俏销年宵花俏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