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2024年度

浙江农业农村十大新闻。

这些新闻中既有浙江“三农”的高光时

刻，也有农业农村工作的创新成果，还有以

“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的奋进号

角，一起来回顾这一年浙江“三农”的精彩

瞬间！

“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巨变，已成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把“金钥匙”。浙江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吹响以“千万工程”牵

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

富裕先行示范的冲锋号，出台全国首部“千

万工程”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千万工程”条

例》，将“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

方法和推进机制上升为制度成果，谋划一

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

一步拓宽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

好生活的通道，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浙江样

板。

2024 年 10 月，我省发布《进一步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提出“1510”总体

改革架构，即锚定新时代农村改革探路者

这一目标定位，聚焦“地、产、人、富、融”五

大重点，实施多“地”联动、粮食安全保障、

农业“双强”、“土特产富”、美丽田园、青年

入乡、强村富民、未来乡村、“四治融合”、服

务增值等十项重点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对新一轮农村改革作出总体

谋划和系统部署，确保农村改革取得成效。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浙

江粮食播种面积为1570.5万亩、总产130.04

亿斤，均创近九年新高。我省持续“加码”

粮食扶持政策，大力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新建和改造提升高

标准农田85.99万亩，粮食生产再次交出高

分答卷。全省夏粮生产、全年粮食生产均

获得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早稻最高亩产、

百亩方最高亩产，双季稻最高亩产、百亩方

最高亩产以及小麦百亩方最高亩产均打破

“浙江农业之最”纪录。

2024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2786元，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超过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倍差缩小至1.83，连续12年保持

缩小态势。我省深入实施强村富民乡村集

成改革，推进强村公司、片区组团、“飞地”

抱团扩面提质，优化山海协作工程和新型

帮共体联动机制，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

发展，精准施策推进农民农村“扩中”“提

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2024年10月18日，中欧美丽乡村论坛

在德清县举行，来自11个欧洲国家、4个国

际组织，以及企业、非政府组织的近200名

代表参会，这也是中欧之间首次以美丽乡

村为主题举办国际交流活动，浙江为全球

乡村发展贡献了经验。这一年，浙江出台

全国首个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三年

规划，推进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

“三大行动”，大力推进秸秆革命，和美乡村

覆盖率达51.7%，呈现一派诗画浙江和美乡

村的美丽图景。

2024年，我省大力推进“土特产富”全

链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土特产“百链千亿”

行动，聚焦绿茶、杨梅、地方猪、土著鱼类等

“土特产”高质量发展，实施“一业一策”，强

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拓市场，做

透乡村“土、特、产、富”文章，建成杭州市西

湖区龙井茶全产业链等县域产值10亿元以

上“土特产”全产业链 126 条、总产值超

3200亿元。

2024年10月，农业农村部发文支持浙

江先行先试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推进智

慧农业先行先试。我省率先构建“数字+设

施+机械”的发展体系，加快形成了“农业产

业大脑+未来农场”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

已累计认定未来农场48家、数字农业工厂

（基地）562 家；“浙农码”累计用码赋码量

6.9亿次；全国数字乡村试点总数达7个，居

全国前列。领全国之先推进农业农村领域

低空经济发展，开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新

赛道。

2024 年 4 月，浙江创新实施文化特派

员制度，选派1570余位优秀文化人才赴乡

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乡村基层文

化建设，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累计开

展理论学习宣讲4500余场次，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1.36万余场次，组建近4000支乡土

文化人才队伍，通过文旅规划、文创开发设

计销售等方式帮助派驻地增收 6100 余万

元，推动文化资源“精准滴灌”、文化人才

“团队协作”、文化服务“精细定制”，激活乡

土文化活力、壮大乡村文化产业，把文化存

量转变为经济增量，以文化之力赋能乡村

振兴。

我省大力实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

动，聚力引育乡村“十路”人才，通过“引育

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到2027年，形成千

名“浙农英才”、万名产业振兴“头雁”、十万

“农创客”、百万现代“新农人”的“1111”乡

村人才矩阵，打造以人才振兴引领乡村全

面振兴的浙江样板。支持青年入乡发展，

推动乡村与青年人才“双向奔赴”。其中已

累计培育农创客超8.4万名、现代“新农人”

26.5万名。

2024年3月，“‘90后’女孩上午求助官

微、下午沼虾养殖难题即时得到解决”一事

登上热搜。我省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展现

为农服务新温度，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

评。农业农村系统打造“农呼我为”平台，

创设“浙农帮帮团”，组织粮油、畜禽、淡水

养殖等领域专家，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农户

需求，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信息等服务，

通过系统联动，实现“一地帮扶，多地共享”

的服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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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璐兰

通讯员 夏晓燕

日前，记者跟随“食药用紫

云英品种筛选及配套高效栽培

技术”团队的专家，来到杭州市

富阳区渔山乡的同辉家庭农场，

现场“追”起了蔬菜“新宠”紫云

英嫩梢菜。

提起“紫云英”，大家可能会

有点陌生，但提到“红花草籽”，

相信“60后”“70后”以及“80后”

都不陌生。作为一种天然的绿

色有机肥料，紫云英一直用于种

植还田，提高土壤肥力水平，对

维持农田生态系统中氮磷等养

分平衡有着重要意义。同辉家

庭农场负责人洪光明向记者介

绍：“我的农场以种蔬菜为主，一

直用紫云英作土壤培肥。长年

种植同类蔬菜，不可避免会存在

作物连作障碍问题，加上浙江冬

季蔬菜少，我就尝试将紫云英嫩

梢当作蔬菜卖，不曾想很受市场

欢迎。”“冬季，市场上绿叶蔬菜

品类不多，大家想尝尝新花样，

加之紫云英的口感不错，市民朋

友挺愿意买的。”杭州富阳里山

农贸市场蔬菜摊的傅师傅向记

者坦言。

观念一变天地宽。“紫云英每年有2—3个月

的供菜期，可采收3次，之后依旧可用作绿肥，元

旦期间的批发价可达每公斤 24 元。”洪光明表

示，从“肥用”到“肥菜两用”，紫云英的经济价值

更大了，但如何引进更适宜食用的紫云英品种

成了当务之急。为此，他向富阳区农技推广中

心的专家发去求助信息，经牵线搭桥，请来省农

科院和省农业农村厅的专家现场“种菜”选品

种。

走进洪光明的设施大棚，记者看到这里的土

地被划分成多个几十厘米见方的小方块，每个方

块里种植了不同品种、不同批次的紫云英，还制

作了标签牌。“此次品比试验中，我们选取13个

紫云英品种，每个品种按照不同的时间、播种方

式、栽培方式分成若干批次，最终将选出适合菜

用的紫云英品种，辅以相应的种植技术，在全省

推广，进一步丰富浙江的‘菜篮子’。”省农技推广

中心专家杜叶红告诉记者，紫云英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C、硒、铁等多种营养元素，具有极高的食

用价值，可与年糕、香菇等食材搭配炒食，味道鲜

美。目前，在宁波、诸暨、杭州富阳等地种植较

多，其他地方也有发展种植趋势。

“陆地栽培的紫云英口感稍有欠缺，且抽薹

时间晚，赶不上元旦和春节的销售旺季。采用设

施栽培解决了这些问题，能极大丰富秋冬季本地

的‘菜篮子’市场，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蔬菜选

择。”省农科院环土所绿肥技术专家王建红介绍，

“在品种选育方面，广西的‘桂早紫1号’播种早、

成株快，能赶在早稻播种前完成还田，适合作为

绿肥品种。‘闽紫’系列品种茎梢粗壮、产量高，可

在12月底上市，适合作为菜用。栽培得当的话，

一粒种子可产出0.5-1公斤鲜菜。”

记者了解到，目前，紫云英的市场批发价在

每公斤20—24元左右。通过选育优质紫云英菜

用品种，优化大棚设施栽培模式，集成菜用紫云

英设施栽培关键技术，其嫩梢产量可达1000 公

斤/亩，预计亩产值在2万元以上，刨去成本，每

亩地可增收

1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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