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春分节气，余姚市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耕生产。图为该市黄家埠镇上塘村农民正驾驶农机平整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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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故事共富故事共富故事我们的

□本报记者 李松

今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围绕“县城—中

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推动产业、人口、服务、

基础设施等在轴上有机融合、全面融合、深度

融合，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通道，以及缩

小城乡、地区和收入“三大差距”的重要载体。

片区组团是发挥“强村带弱村”示范带动效应、

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春日里，记者来到

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走访，自2022年起，该镇

以泉井边村为重点村，串联周边后溪村、上棠

村、下棠村、前百村、江滨村、坝底村6个村，形

成片区组团的发展态势。2024年，7个村的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776.44万元，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3.6%。

“片区组团的优势是集聚资源”
记者来到后溪镇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园采

访时看到，这里大片高标准农田刚完成旋耕，

不远处种植的一片马蹄迎来丰收，农民正忙着

采挖。

“片区组团的优势是能把各村的资源集聚

起来。看这1.3万亩的连片高标准农田，多田

套合率达96%以上。”后溪镇常务副镇长毛磊自

豪地说，目前该园区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建好，

农业主体可随时“拎包入驻”。

然而，把时间拨回到4年前，这里的良田大

部分还是荒地，剩下的以种苗木为主。谈起其

中缘由，毛磊说：“一方面，不少村民选择在周

边乡镇或者县城打工，导致承包地撂荒；另一

方面，各村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整合资源、共谋发展的合

力。”

为破解这一困局，2022年，后溪镇引导部分村以625元/亩的

价格，把撂荒地从村民手里流转过来，开展连片整治和宜机化改

造，建成“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的农业标准地。改造完成后，

再将高标准农田以808元/亩的价格流转给种养主体，其中的土地

流转差价作为地块所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

后溪镇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园由此应运而生。该产业园持续

引入“稻-虾”“稻-鱼”“稻-蟹”等种养模式，成功打造“一亩田、千

斤粮、万元钱”的万亩综合种养产业，建成了全省单体面积最大的

稻渔基地，其中“稻-虾”“稻-蟹”基地2300亩，核心区产值超3000

万元。2024年，为解决稻田里福寿螺引发的病虫害，产业园又引

入“稻-鸭”模式，3000只鸭子既是“稻田医生”，又为产业园增加了

一份收益。

“产业园建成后，周边道路宽了，我家3亩地有人种了，村里环

境也变美了，我们还能拿到土地流转的租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了！”在后溪村当了10多年水电工的吾金兵接受采访时脸上乐开

了花。

“产业是片区组团的‘主引擎’”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触最深的，是后溪镇在引进片区业态

时，既注重经济效益，更重视联农带农的能力。

走进位于后溪镇下棠村的衢江区事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

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圆筒状的养殖池里彩虹鲷已长到1斤多，活

力十足。“目前，这里所有的鱼都被提前预订了。”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负责人章伟向记者介绍，通过冷链物流，新鲜的清水鱼隔天就

能送到消费者餐桌。公司还开发了清水鱼预制菜生产流水线，产

品不愁销路。

后溪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于2023年11月开始动工，总投

资达22.5亿元，其中下棠村车间于2024年8月底投产。项目预计

将于今年完工，届时还将有96个鱼池和2个繁殖池投入使用，预

计每年可产出8万吨清水鱼，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基地。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会议3 月20 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春季农业生产

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

“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各地区各部

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国两会

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稳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抓好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

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

力。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

度，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

全国春管春耕工作陆续展开。各地

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春季农业生

产，稳定粮油播种面积，主攻单产和

品质提升，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

应用和农业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推动农产品价

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护种粮农民

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为实现全年

粮食产量 1.4 万亿斤左右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李强

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和

全国两会部署，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不误农时高质量推进春季农业生

产。要加强春季田间管理，做好春耕

备耕服务，落实粮油春播任务，抓好

“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要深化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加强适宜技

术研发和集成推广应用，以高标准农

田建设为抓手提升耕地质量，调动各

类经营主体提单产积极性。要立足

抗灾夺丰收，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应

急响应，补齐农田水利设施短板，强

化防灾减灾科技支撑。要有序推进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试点，坚持“大稳定、小调整”，依法依

规稳妥实施。要统筹抓好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巩固脱贫成果、粮

食市场调控、肉牛奶牛养殖纾困、农

民增收等工作。

会前，刘国中还到淮安市实地察

看了冬小麦长势、农资供应、灌区改

造、生态渔业发展等情况。

据新华社

李强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为实现全年粮食产量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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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7 日下午，“浙农

码”赋能“土特产”全覆盖工作推进会

在乐清召开。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在会上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乡村“土特产”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全面兴起大抓“土特产”发展热潮，要

以“浙农码”为纽带，加快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产品优质优价，高质量建设

智慧农业引领区，助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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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通林指出，要重点发力，加快

推进“浙农码”赋能“土特产”全面覆

盖。聚焦“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以农

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提能为导向，以

打造农产品身份标识、消费者信赖

标志为要点，以一码赋能、全链追溯

为手段，充分发挥“浙农码”在农业

生产领域标识、溯源、预警等功能，

提升“码汇大数据、码通大市场、码

优大服务”数字化管理效能，加快建

立农产品优质优价发展机制。要准

确把握“统”的要求，统一农产品赋

码底座数据、“浙农码”承诺证开具

工作，探索“多码合一”统建模式。

要聚力做好“全”的文章，做到赋码

主体应赋尽赋、赋码产品应开尽开、

使用过程环节应用尽用。要全力抓

好“实”的举措，抓实基地数字化改

造提升、码上赋能数字基础、品牌塑

形赋能、赋码用码生态建设，把“浙

农码”打造成浙江现代农业的新标

识、新优势。要全面营造“浓”的氛

围，全方位营造市民和主体支持、参

与、共享“浙农码”赋能“土特产”的浓

厚氛围。

王通林要求，要一“码”当先，加

快推动“浙农码”赋能“土特产”落地

见效。要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做到同向发力、同频共

振、同题共答。要强化协同联动，强

化部门横向协同和省市县乡村五级

纵向贯通，因地施策，清单化项目化

推进落实。要强化要素保障，拓展优

化“信用+”场景应用，加强乡村数字

化人才队伍培育，加快推进“浙农码”

赋能“土特产”全面覆盖。

王通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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