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组数据

振奋人心：202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42786元，比上年增长6.1%，

连续40年领跑全国各省区；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倍差1.83，比上年缩小0.03。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三农”是主

战场。而要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

收是中心任务。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实施，浙江美丽经济蓬勃发展，城

乡融合加速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

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创造了良好条件。

浙江农民持续增收的秘籍是什么？

过去一年，浙江坚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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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项精准务实的行

动部署、创富举措，以及不断完善的长效

机制，为农民增收注入了新动能。

“有形之手”全力推动

早在2003年，浙江省委准确把舵农

村发展方向，启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奏响了强农美村富民的“大

合唱”。21年来，浙江久久为功、扎实推

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

福了万千农民群众。

2024年，浙江明确要求充分运用“千

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推

进机制，在促进农民就业创业、推动乡村

经营增效、增加农民财产权益、强化增收

兜底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农民收

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

一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以“有形之

手”纵深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联

动推进农民农村“扩中”“提低”、山区海

岛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鼓起农民“钱袋

子”。

在嘉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连续多年名列浙江首位。嘉兴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嘉兴深刻

把握“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的价值理

念，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持续深化强

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不断增加村集体

和农户收入。

一组数据是有力佐证：2024年，嘉兴

大力开展农业招商引资，全年签约500万

元以上项目165个，投资金额75.3亿元，

当年度实现农业产值9.2亿元；制定出台

《关于加强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

利用的指导意见》，新增盘活闲置农房

3497宗；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

范提升强村公司、飞地抱团项目，4个案

例入选浙江省强村公司“36计”。

“创富之招”迭代升级

隆冬时节的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

山水环抱，风景宜人，游人如织。

“2024 年以来，我们村加快打造‘人

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山区县共同富裕

实践地，大力发展民宿、培训、研学等产

业，推进村强民富。目前，村集体经营性

年收入达到180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 4.6 万元。”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徐

雨录告诉记者，2021年以来，金星村还依

托党建联建机制，组织毗邻的7个村和7

家企业党组织成立了“大金星”共富联

盟，走出了一条片区组团发展的新路。

目前，联盟内的村（社）集体经营性年收

入平均达70多万元。

“大金星”共富联盟是浙江打破行政

壁垒、升级“创富之招”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式发展蔚然成

风，“大下姜”“大余村”“大李祖”“大塔

后”等组团“出圈”，形成跨越式发展的乘

数效应，有力带动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

迭代“创富之招”，浙江不遗余力。

一年来，浙江创新探索“千万工程”促进

农民增收的科学路径，逐步探索形成了

具有浙江特色的“增收八招”，即产业创

富招、集体带富招、生态聚富招、科技致

富招、活权促富招、人才领富招、流量引

富招、区域帮富招。“八招”出击，招招精

准：用好产业创富招，念好“土特产富”四

字诀，建成产值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

业链126条，实现总产值3216亿元，吸纳

从业人员470万人，人均收入5.1万元；用

好人才领富招，推进现代“新农人”培育行

动，累计培育农创客超8.4万人、现代“新

农人”26.5万人，带动超百万农民增收致

富；用好科技致富招，升级农业“双强”驱

动器，率先实现粮油作物农事服务全覆

盖，现代农业发展质效齐升……

2024 年，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不断优

化，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与转移性收入全面开花，拉动农民增

收不断取得新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当

年，浙江以缩小“三大差距”为目标，优化

山海协作工程和新型帮扶共同体机制，

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多元化增收途径。

2024 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上年增长11%左右。

“长效之制”加快构建

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既要坚持

和深化过往有效经验做法，更要守正创

新，迭代完善“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

长效机制，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联农带农机制对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具有牵引性作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现代物流体系等客观条件愈加成熟，浙

江以整村、整镇、整县甚至整市为单位投

身市场，有效落实以产业促进联农带农

富农机制，激发规模效应、品牌效应。

“丽水山耕”问世十年来，形成了“强

村公司+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农户”

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品种、标准、包装、

销售、价格“五统一”，形成了公用品牌联

农带农富农的新机制。记者从丽水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目前，在“丽水山耕”的助

力下，该市产值过10亿元的品质农业全

产业链已有10条，茶叶、食用菌等产业形

成了“种全国、卖全国”的格局。

“浙江努力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把

联农带农作为享受优惠政策的重要依

据。同时，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与小农户等紧密联合合作，

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

式，让农民获得租金、薪金和股金，更多

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同时，浙江坚持项目为王、

投资为先，每年滚动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

工程’向乡村延伸，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

策，为农民持续增收创造新空间。”

奋进新一年，期待浙江农民收入再

攀新高、持续领跑，为推进共同富裕先行

示范再添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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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40年领跑全国

浙江农民“钱袋子”为何越来越鼓

随着蛇年春

节临近，连日来，

在武义县古城举

办的新春市集，吸

引了全国各地“非

遗”传承人和特色

年货小吃经营者

设摊展示、现做现

卖，市民和游客逛

大集品年味，感受

古城老街的烟火

气。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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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

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乡村全面振兴规

划（2024－2027年）》主

要内容如下。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

新征程“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为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制

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健全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

制，以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确保农村人口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为

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以提升乡村产

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

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

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

化农民增收举措，扎实

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支撑。

工作中要做到：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要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积小胜为大

成。要统筹不同区域，合理确定阶段性重点任务和推进

时序，尊重客观规律，不超越发展阶段，不提脱离实际的

目标；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缩

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统筹推进农村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提升。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更加稳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乡村产业更加兴旺，实现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乡村更加生态宜居，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

断提升；乡风文明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传承

发展，农民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乡村治理更加有效，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民生活更

加美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

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

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郊区乡村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

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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