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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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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4-5

□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本报通讯员 秦杨硕

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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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即

2025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正式公开发布。

今年的文件既有“农村味”，又有“共富

味”。以“千万工程”为牵引，以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为根本路径，以缩小“三大差距”

为主攻方向，以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为

重大使命，文件聚焦山区海岛县、农村农民

两大发力重点，站位与格局进一步升级。

2025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关键之年。浙江如何做好“强

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我们邀请省

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人对文件

进行解读。

加快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记者：今年文件提出的8项重点工作较

往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有明显不同。如何理

解这种变化？

答：在共同富裕的大场景下，山区海岛

县、农村农民是重点难点，也是潜力突破

点。今年文件围绕缩小“三大差距”，视野

进一步放宽，更注重区域、城乡之间的布局

优化。

比如第一项的“完善省域协调发展战

略布局”，是首次出现在省委一号文件中，

明确要强化都市圈、产业带、山海协作的带

动作用。

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是重中之

重。如做强环杭州湾、温台、金衢丽三大产

业带等内容，重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

挥产业带对山区海岛县产业发展的示范带

动作用。

文件提到两个升级举措，一是实施山

区海岛县结对帮扶行动，构建“1+1+N”体

系，每位省领导联系1个山区海岛县，同时

明确1个结对帮扶团组、N个结对帮扶成员

单位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二是打造

山海协作升级版，整合“产业飞地”“科创飞

地”“消薄飞地”，打造新型“发展飞地”。

记者：文件设置了 2025 年、2027 年、

2030 年、2035 年共 4 个阶段性目标，其中

2025年要“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2027年

要“取得突破性成果”，谋划思路是怎样的？

答：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循序渐进，一步

一个脚印，确保做一件成一件。省委一号

文件细化阐释了2025年、2027年两个阶段

性目标。比如，2025年我们的目标之一是

山区海岛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

均水平的比值达到75.5%，2027年这一目标

则是77%，还要力争所有县（市、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按照“锚定五年、

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配套

省委一号文件，由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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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工作计划》，其中山区海岛县有两

个重要任务：

一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

区）“减一”。浙江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第 24 年和第 40 年位

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但仍有4个县（市、区）

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今年要至少减少1个。

二是山区海岛县再“减二”。去年，浙

江建立了山区海岛县分类动态调整机制，

平阳县、衢州市柯城区、丽水市莲都区调出

“山区26县”，温州市洞头区、嵊泗县纳入山

区海岛县体系。今年这一机制将持续深

化，力争新增2个调出县。

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
发展轴

记者：浙江创造性提出建强“县城—中

心镇—重点村”发展轴的战略构想，文件透

露出怎样的新发展思路？

答：发展轴以县域为重要单元，县城、

中心镇、重点村为关键轴点，这是浙江把城

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的省域新实

践，核心是要提升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能力，

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资源、要素的

“流向”，构建以城带乡、以强带弱、互帮互

促、共同提高的县域发展新格局。

其中，县城是关键支撑，要加快提升产

业平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

承载能力。文件提出县城可结合实际发展

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以竹代

塑”、综合交通装备等新兴产业，壮大生产性

服务业，还要按照服务人口和覆盖半径精准

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进医疗、教育、养老、

托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

做大做强中心镇，浙江谋划了 4 条赛

道，要“一镇一策”培育农业大镇、工业重

镇、商贸强镇、文旅名镇。文件还明确，中

心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探索强镇带弱

镇（乡）、多镇（乡）联合等组团发展模式。

同时，要推进重点村培育建设，以重点

村为节点，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整体提升，

带动周边乡村共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轴并非只能是线

性形态，也不局限于空间规划的概念。它

强调因地制宜布局谋划，通过空间优化、产

业联动、功能互补，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

口集中、服务集成，增强覆盖区域的辐射带

动能力。

3个关键轴点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立

足实际、有所侧重，比如山区海岛县就要重

点把“强城”文章做好。

余慧梅（淳安县枫树岭镇党委书记）：

基层、乡镇的同志都很关心，发展轴具体怎

么“画”？轴点怎么选？

答：目前浙江已经出台了发展轴实施

方案和空间专项规划编制指南，指导各地

编制发展轴建设方案和空间专项规划，其

他的相关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会陆续出

台。同时，我们会重点支持山区海岛县发

展轴建设，既先行探索、积累经验，又能够

加快补齐短板。

关键轴点的选择也会有相应的遴选标

准。拿重点村来说，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

战斗力，村庄的人口集聚度，村集体经济的

经营性收入状况等都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而村子本身是否具有较强的牵引、辐射、带

动能力，能否协同周边村联动发展、协调发

展、共享发展也非常重要。

文件中的多项重点工作也会“依轴而

建”。比如要推动人口集中，安居和乐业都

很重要，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和青年入乡发展、健全城乡就业创业

体系，涵盖了城乡的多元需求。

（下转第2版）

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取得新突破 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省委一号文件亮出作战图
□本报记者 高晓晓

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首

战”，春耕备耕不仅关系到农

民的收成，更关乎国家的粮食

安全。春光好、生产忙，眼下，

之江大地处处涌动着春耕备

耕的热潮，勾勒出一幅幅生机

盎然的仲春图。

开启AI农耕。作为农业

现代化的尖兵，AI 农耕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农业生

产。从无人插秧机到智能灌

溉，从无人机巡田到病虫害预

警，AI 技术贯穿春耕备耕的

每一个环节。借助大数据与

智能算法，农民能更精确地掌

握土壤墒情、作物生长状况等

信息，实现科学高效决策、精

准精细管理。近年来，浙江聚

焦种业、耕地、农机等关键领

域，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推出一批“硬核”成果。嵊

州陌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领

衔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

技术攻关，在全球率先实现量产，2024年鲜茧产

能占全省比重超 80%；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领衔生物育种技术攻关，创制了我国首个

抗虫玉米和首个抗虫大豆品种……

完善“政策包”。政策是推动粮食生产的源

头活水。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力

度，以更多“干货”保障种粮收益，推动农民多

种粮、种好粮。今年在继续实施粮油规模种植

补贴、订单良种奖励、种粮大户贷款贴息、产粮

大县奖励等政策的基础上，全省各地普遍加大

对水稻机插的补贴倾斜力度。温州市瓯海区

实行 50 元/亩的机插普惠政策，将插秧机等购

置补贴提高至 80%；鹿城区对参与作业的插秧

机，给予每年每台2000元补助等。武义县则通

过“摊费入盘”的方式鼓励水稻机插，给予种植

户5—9元/盘的补贴，对储备秧给予4—6元/盘

的补贴，既保证财政资金落到实处，降低育秧成

本，又提高农户机插积极性，保障育秧中心的秧

苗销路。

升级“新服务”。农技服务是粮食生产的重

要保障。浙江推行“产业+团队+项目+示范基

地”的实用性农技推广服务模式，打通农技推广

应用“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走向田间地头。目前，浙江三级联动共组建农

业科技产业技术团队 100 余个、会集专家 6000

余名，联动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人员1.6万余名，

推广水稻叠盘出苗、肉禽叠层高效笼养、水产陆

基圆筒养殖等高产技术，每年发布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各100个以上。服务的升级，持续

推动种养业生产方式变革，推进设施化、机械

化、数字化“三化联动”发展，实现亩均产出效益

提高3—5倍，劳动力强度降低90%以上。

AI农耕、“政策包”“新服务”等多元素的深

度融合，为粮食生产带来更多澎湃动力和“活

水”。三方联动，互促共融，推动浙江粮食生产

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万
象
﹃
耕
﹄
新
绘
丰
年

浙 农 观 察

日前，在杭

州西湖龙井原

产地一级保护

区的茶园里，采

茶工正忙着采

摘西湖龙井茶。

龙巍 摄

抢采春茶抢采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