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雅萌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杭

州市临平区积极招引农村职业经理人参与

乡村运营，统筹盘活资源，提升村集体经济

“造血”能力。2021年至今，该区由农村职业

经理人运营的强村公司共实施产业项目57

个，预期经济效益达2000余万元。

“空降兵”进村
春光明媚的周末，在临平区运河街道新

宇村，处处洋溢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

漫步在乡村小径中，“80后”“乡村CEO”

方泳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自

2021年到村里入职以来，通过盘活土地、房

屋等资源，引入多个项目，助力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从99万元增长到344万元。

之前，方泳在运河街道从事农创工作超

过4年，涉及水产养殖、粮油作物种植等，这

些经历让他对村子发展有了明确方向。“村

里有很多优质‘土特产’，但未形成规模效

应。”方泳说，当时，村里种植的荷花有30多

个品种，他决定以打造网红景点“千亩荷塘”

入手，将西湖莲果作为主要卖点，配套“花鳖

共生”模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临平有不少像方泳这样“懂市场、会算

账”的“乡村 CEO”。“农业不能只在土里刨

食，要赚‘体验钱’。”在崇贤街道鸭兰村，冯

胜万把目光聚焦在“红色”文化和两大“非

遗”上，统筹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了“鸭兰

薪火”“大运河1927红旅文化节”等文化IP，

明确了“大运河红旅第一村”的村庄发展定

位。

采摘、露营、派对……莫家桥村的职业

经理人任俊把传统产业玩出了新花样。他

以枇杷为卖点，以共富市集为载体，定期开

设集市活动，塑造“莫集”农文旅品牌。去年

5月，“莫集”开集当日，线上直播间便吸引超

6000人关注，出售枇杷超5000公斤。

服务很暖心
“村里给我发了‘聘书’，但光靠一纸合

同可留不住人。”临平区崇贤街道沾桥村职

业经理人袁小萍坦言，她看中的是“真金白

银+资源整合”的政策组合拳——当地政府

不仅给 CEO 们“定目标”，更帮他们“扫障

碍”。

（下转第2版）

□浙江日报记者 余勤

本报讯 2月27日上午，省对口工作和

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在杭举行，省委

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力

以赴做好对口工作，持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走深走实，加快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发展

格局，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浙江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省委副书记王成

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胡伟、尹学群出

席。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推进2024年对

口工作、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情况、省域协调发展情况和2025年工作

打算，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汇报山区海

岛县结对帮扶工作情况，省援疆、援藏、援青

指挥部和驻川、驻吉工作组书面汇报2024年

对口工作情况和 2025 年工作打算，省科技

厅、省生态环境厅、温州市书面汇报推进长

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长江保护修复工

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情况。会议审议了

2025年我省对口工作、省际合作、省域协调

发展等方面的文件。

王浩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对口工作

和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成效。王浩指出，统

筹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支撑，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对浙江而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既是坚决

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全国大局

的重要政治责任，也是借势借力推动省域

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机遇。要胸怀“国之大

者”、牢记“省之要事”，从更好服务全国大

局、更好促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

扎实做好对口和区域协调发展工作。要突

出资金使用效益、突出保障改善民生、突出

互利共赢，进一步提升合作质效，推动更多

资金和项目向民生保障领域倾斜，保质保

量推进项目建设，让对口地区群众更加可

感可及；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关心爱

护援派干部人才。要深化务实合作，跳出

浙江发展浙江，深入对接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强化资源互补、产业对接、市场共享，

更大力度协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绿色低碳转型、重大项目合作和高水平开

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取得更多硬核成果。要强化全域统

筹，唱好杭甬“双城记”，强化都市圈辐射引

领作用和三大产业带支撑带动作用，谋深

做实“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推动山

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和

更高质量的省域经济发展格局。

王浩强调，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紧扣

目标任务聚焦发力，省发展改革委要发挥好

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各

市、县（市、区）要紧密配合、协同发力，形成

全省一体、上下联动、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

确保各项重大任务、重大项目不折不扣高质

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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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2月25日，

瑞安市马屿镇

儒阳村农民抢

抓农时，有条不

紊投入春耕生

产。图为该村

农民驾驶农机

在田间犁地。

苏巧将 摄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

共富故事共富故事共富故事我们的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春耕在即，各地高

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

荼。

近日，在宁波市奉

化区西坞街道庙后周村

的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项目现场一片忙

碌景象，挖掘机、水泥车

加紧作业，工人忙着浇

筑混凝土渠道。

“该项目通过建设

田间道路、修筑田埂沟

渠、修建泵站水闸等农

田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农田质量，现在正加班

加点建设中，预计 5 月

底完工。”该项目负责人

介绍，项目建设面积为

1135 亩，涉及西坞街道

9 个行政村，建成后土

地产出率将进一步提

高，每年可新增主要农

产品生产能力 11 万公

斤，其中粮食9万公斤，

受 益 农 户 360 户 1080

人。

记者从奉化区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

前，奉化区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27.43 万亩。预

计在 4 月底前，完成新

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1.05万亩。

“今年，宁波市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高

标准农田 10 万亩以上，新增划定粮食生产

功能区储备区 8.22 万亩，逐步把立地条件

好、水源有保障的永久基本农田优先建成适

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田防灾减

灾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绍兴市坚持项目为王，抢抓春耕前施工

窗口期，倒排工期，强化服务指导，帮助清除

难点堵点，对全市2024年度26个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实行清单化攻坚。目前，已有7

个项目完工，其余19个项目全部开工，力争

4月份全部完工。

嘉兴市探索形成“高标准农田+”创新模

式，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4年底，

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内（含储备区）已建高标

准农田170.83万亩，占比89.5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从

2011年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积极构建

农田建设制度体系，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强

化工程质量管理，加强资金投入保障，稳步

推进耕地功能恢复，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水

平，建成了一大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的优质高产农田，亩均增加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 30 公斤以上，为粮食生产“九连

增”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至2024年，全

省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448 万亩，累计建成

2030 万亩。到2024 年底，全省1652 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中，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265 万

亩。

王浩在省对口工作和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更好服务全国大局
刘捷王成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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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兵”带来致富“密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