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2月20日下午，浙江金融助力

缩小“三大差距”暨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联合体会议在杭召开。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缩小“三大差距”

工作专班副召集人王通林在会上强调，要

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要求，共建金融发展与乡村全

面振兴融合新生态，共谋金融服务助力城

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新路径。

会议指出，“三农”舞台广阔、大有可

为，要锚定缩小“三大差距”更好发挥金融

保障作用。要聚焦聚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支持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

展轴，加快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推进城

乡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

务一体化。要聚焦聚力诗画浙江和美乡村

建设，支持乡村风貌提升、乡村运营创新、

乡村文化传承。要聚焦聚力乡村特色产业

提质增效，支持“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产业

平台提能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要聚焦聚

力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持农

业科创高地、丘陵山区农机先导区、智慧农

业引领区建设。要聚焦聚力农业农村重大

改革，支持多“地”联动改革、扩中提低改革

和政务服务改革。要聚焦聚力现代“新农

人”培育，支持打造“1111”“新农人”矩阵和

“新农人”平台载体建设。要聚焦聚力防范

化解农业经营风险，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

品种，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农

业农民抗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紧密协作、联动发力，持

续释放金融助力缩小“三大差距”强大动

能。要进一步密切银项对接，完善对接机

制，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要主体开

展专业化对接服务。要进一步强化创新产

品供给，加大对农业农村重点领域中长期

的信贷支持，丰富贷款品种，合理降低贷款

利率，稳定增加乡村振兴领域信贷投入。

要进一步巩固农险托底功能，推进农业保

险扩面提标增品，构建多元化农业风险保

障体系。要进一步优化数字平台应用，推

进政银数据共享，将数字化改革优势转化

为小农户增信优势和金融支农优势。要进

一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落实向乡村选派

共同富裕金融专员、乡村振兴金融顾问的

常态长效机制，为农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

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会上发布了金融助力缩小“三大差距”

政策包，签约了一批贷款授信项目。丽水

市、湖州市吴兴区农业农村部门，农业主体

代表及部分联合体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作

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李松

位于天目山南麓的杭州市临安区於潜

镇光明村，既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

没有特色鲜明的自然风光。在新时代“千

万工程”引领下，光明村坚持兴产业、美环

境、优服务、促增收，从集体经济负债300余

万元的“荒山穷村”，变身成为年入200余万

元的“共富强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5万

元。记者日前来到该村走访，一探村庄发

展的奥秘。

整合资源 “穷村”逆袭
走进光明村，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村

落图景映入眼帘：光明农场飘散出果香，时

不时可看到一家老小欢乐采摘；田间小火

车载着游客穿行；清澈见底的溪流穿村而

过，错落有致的民宿村舍点缀在农场尽

头……

谁能想到，这个美丽惬意的村落曾经

负债累累。“8 年前，村里茶山每年 2.5 万元

租金是村集体经济仅有的收入来源。”光明

村党支部书记周潮滨向记者介绍，当时，光

明村集体经济负债300余万元，光明农场也

只是一片荒地和退化的竹林。

为改变村集体经济入不敷出的困境，

村“两委”班子下定决心整合村里的土地资

源，迈出产业振兴第一步。2017年，光明村

抓住土地确权工作试点和农村产权交易试

点村的机遇，通过流转退化竹林900亩、耕

地350亩、山林250亩，成立光明农场，种植

水稻、荸荠、小香薯等，实行统一运营和产

销，按照“村集体+农户”模式让首批223户

714 位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获得分红收

益。当年，光明村集体经济赚到“第一桶

金”，增收22.5万元。

自此，光明村踏上“光明路”：2020 年，

村集体经济债务实现“清零”；2024年，村集

体经济总收入 211.8 万元，经营性收入 134

万元，带动村民增加农房租赁、务工、分红

等收入超130万元。光明村成为增收促共

富的“模范生”。

市场运营 成就“网红”
如果说光明农场是光明村“逆袭”的起

点，那么真正让光明村“扭亏为盈”的是市

场化运营模式。2019年7月，杭州临安光明

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成为杭

州市首个强村公司。公司通过承接周边地

区工程项目，把村集体经济创收途径从原

来单纯的农业生产拓展到土地整治、农房

建设、村庄物业、道路保洁等。2020 年，强

村公司年度账面利润便突破50 万元；2022

年，强村公司上交村集体利润突破80万元；

2023年，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其收入来

源进一步拓宽。

有了强村公司的运营经验，光明村再

次开辟村庄发展的新赛道，2020年试水“乡

村运营”，与专业运营商就农旅休闲及农产

品销售达成合作协议，每年为农户销售价

值300万元以上农产品。光明农场产出的

大米、小香薯等成了“香饽饽”。该村还抢

抓短视频直播“风口”，田头成了“直播间”，

镇村干部加入“带货主播”队伍，热火朝天

地向广大网友推介当地的土特产。“目前，

我做农产品直播带货，年销售额达到600余

万元，其中小香薯销量常年都是‘拼多多’

前三名。”农创客沈梁锟自豪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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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2月19日，位于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

村的桐乡市数字种

苗未来农场内，自

动嫁接机器人正在

嫁接番茄苗，供应

春季市场。全自动

嫁接机器人仅需 3

秒就能完成一株种

苗的嫁接，存活率

高达99%，单台机器

日嫁接量可达3000

次。 王志杰 摄

机器人机器人
嫁接番茄苗嫁接番茄苗

共富故事共富故事共富故事我们的

□本报记者 丁佳味

天气回暖，我省春耕备

耕大幕逐渐拉开，各地早稻

育秧工作陆续开展，农资需

求进入旺季。

在武义县泉溪镇巩宅

村的育秧基地里，全自动播

种机、叠盘机机声隆隆，农

机操作人员忙着递送秧

盘、添加育秧基质和稻种，

干得热火朝天。“今年，我承

包了 3000 多亩早稻田，通

过育秧流水线作业，每天可

以培育 1.8 万盆秧苗，只需

要 48 个小时就能发芽，出

芽率可达 99%，省时又省

力，除了自己要用的，还能

保障10多位种粮大户的秧

苗需求。”种粮大户高跃平

说。

记者从金华市农业农

村局了解到，该市现有 19

家农事服务中心，已陆续开

展早稻育秧；已储备种子

356.3 万公斤、化肥 5.8 万

吨、农药795.8吨，农资货源

充足，种类和品种齐全，价

格稳定。

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仓前街道的杭州市农业生

产资料有限公司，一辆辆满

载化肥、农药、农膜的货车

从仓库驶向田间，为农户送

去放心农资。“今年春耕备耕启动早，像这样的

农资运输车，每天至少要发8车次以上。”公司

负责人俞洲君透露，这两天，来自余杭、富阳、

萧山、建德的农资订单特别多。

连日来，杭州市全力做好春耕农资采购、

调运、储备和供应，保障春耕农业生产。“目前，

全市共储备早稻、晚稻和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种

子2200吨，其中早稻备种260吨；化肥、农药等

农资库存充足，能满足春播生产需要。”杭州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日，在平湖市绿丰农场的田边停放着一

辆“数字移动药房”车，工人正忙着将车上的农

药搬到田头。“以前都要到农资店购买农资，现

在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把农资送到田

头。”农场负责人潘峰说。记者了解到，“数字

移动药房”车内有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等常

规农药，平湖通过打造“移动药房”农资配供服

务体系，基本实现了市域范围内30分钟配送

服务，形成“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全链服务”

数字化农资服务模式，已覆盖平湖市500多个

种粮大户以及所有零散小农户。目前，平湖市

已储备化肥2600吨、农药150吨、各类水稻良

种97万公斤，基本能满足全市及周边农田春

耕生产需要。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开春以来，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举

措落地落实落细，早稻种子和化肥、农药等供

应充足，可以满足春耕生产需求。其中，全省

早稻生产需种量 1048 万公斤，供种企业备种

1360万公斤；春耕需肥约22.3万吨，省供销社

系统储备 16.1 万吨，综合保障率高于去年同

期，尿素、复合肥、除草剂等农资价格同比均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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