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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乡村，浙江强化青年入乡“引育用留”全

链条政策供给，重点在发展轴布局建设乡村人才

振兴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发展集

聚区、现代化农创园、“浙农英才”工作站、农创客

共富基地等引才阵地；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文件

提出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

施大学生创业支持计划，推进省域技能型社会建

设，深化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等举措。

找准“小切口”克难攻坚

高明月（龙游县溪口镇党委书记）：文件提出

完善镇、乡、村连片发展机制，开展乡村片区组团

发展试点等工作。我们基层应当怎么理解和推进

这项工作？

答：重点村片区组团是今年的一个工作重

点。今年文件中，浙江提出要总结推广大下姜乡

村振兴联合体、大余村研文旅协同发展、大李祖共

富联盟抱团发展、大塔后多产业联动发展等模式。

像义乌李祖村就是典型的城郊村，这几年通

过乡村运营很好地承接了城市消费、旅游、休闲等

功能，通过“1+8”共富联盟发展模式带动“大李

祖”村集体年收入超过2400万元。

近年来浙江各地探索创新，据初步统计，全省

累计建设各类片区249个、涵盖1428个村。但从

改革顶层设计和制度配套上，片区组团发展模式

所涉及的土地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产业布局、公

共服务资源统筹等要素资源尚未形成有效支撑。

要加快片区组团融合发展，改革是最根本的

动力。比如破解村庄建设发展不平衡难题，我们

正在制定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导各地通过建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片区统

筹发展、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布局等融合发展模

式，走出区域联动、先富带后富、抱团发展的共富

新路子。

记者：浙江如何找准“小切口”，进一步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

答：文件提出系统实施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改

革、“扩中提低”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

务一体化改革等3项重大改革。对应每项重大改

革，我们都列出堵点卡点，谋划一批“小切口、大撬

动”改革举措，逐一攻坚推进。

比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医疗、教育、

养老、托育都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托育服

务这几年呼声愈高，文件提出推进普惠托育服务

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住房方面，文件提出将搬迁集

聚农民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养老方面，会稳步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优化县

域养老服务体系；医疗方面，将全域覆盖“常态化

巡回诊疗+互联网医疗”服务。

聚焦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文件提出要推进“土

特产富”全链发展，打造优质优价乡村“土特产”精

品。这个“富”字，就是要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今年，浙江要力争单条产

值超十亿元的乡村“土特产”全产业链达到 135

条，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收入增长8%

以上。

为此，我们正在谋划制定“土特产”优质优价

工程实施方案，围绕全链发展，重点解决农业龙头

企业偏少、链条“延伸力”不够等难题，浙江将深化

“百链千亿”行动，育强链主型农业龙头企业，还将

整合提升各类产业平台，推进农产品加工、冷链物

流、级配中心等设施建设。

工作机制方面，文件明确省委、省政府将定期

研究部署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

“三大差距”重点工作，每年召开现场推进会，省委

深改委每季度听取相关重大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围绕缩小“三大差距”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浙江还将积极向上争取改革授权，通过试点先行

模式推行“一地创新、全省共享”。

□本报记者 高晓晓

3月26日，来自瑞安子平养蜂专业

合作社的40箱蜜蜂“采蜜权”在京东资

产交易平台面向全国竞拍。当天，共吸

引近万人围观，有13人报名参与竞拍。

据悉，这是我省首次向全国拍卖“采蜜

权”。

40箱蜜蜂被分为25个标的物，其中

1箱的标的10个，起拍价328元；2箱的标

的15个，起拍价656元。竞拍成功者将

分别获得保底2公斤和4公斤的蜂蜜。

记者了解到，这是瑞安市利用蜜蜂

养殖帮扶低收入农户的一次探索。瑞

安市现有低收入农户9210人，大多为残

疾、重病等弱劳动能力者。而蜜蜂（中

蜂）养殖成本低、效益高、工作强度相对

较小，非常适合劳动力受限的困难群

体。2024年下半年，瑞安市农业农村局

联合当地63户低收入农户组建子平养

蜂专业合作社，由县财政对蜂具、蜂种

进行补助，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兜底

收购，鼓励低收入农户养殖蜜蜂。

当前正值蜜蜂春繁过后的采蜜期，

为帮助合作社开拓市场，也让蜂蜜爱好

者提前锁定“甜蜜”，瑞安市在网上竞拍

“采蜜权”，网友可获得保底产量的原生

态蜂蜜，农户则能提前保底收成，预计

仅拍卖一项，合作社成员至少年增收

1500元。

季宝锁是瑞安当地人，他成功拍下

2箱蜜蜂“采蜜权”。“这里山清水秀，环

境很美，产出的蜂蜜质量也好。”季宝锁

说。

瑞安湖岭镇湖源村支书娄明文拍

下了10箱蜜蜂“采蜜权”，他告诉记者，当

地油菜花、桃花等蜜源多，蜂蜜品质好，

价格也适中，他还介绍了朋友来竞拍，

“这也是对低收入群众的一种扶持”。

瑞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协调科

科长吴存献告诉记者，这次的40箱蜜蜂

“采蜜权”网上竞拍是试水，今后参与范

围将逐步扩大到瑞安全市的养蜂合作

社。

“拍卖‘采蜜权’有利于蜂农扩大销

售渠道，助力低收入农户增收，助推蜂

产业发展壮大。”省畜牧总站蜂蜜专家

施金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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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首单“采蜜权”面向全国开拍

数字化工厂忙生产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期，在云和县

紧水滩镇外垟村的云益农业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内，一派繁忙景象。在这里，数字化

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生产水稻育秧基质，数

字化运用为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

走进工厂，一条长达百米的流水线生

产机器格外引人注目，整个生产线旁仅有

三四个工人。“我们的基质流水线通过四个

料仓加入原材料，输送到拌料机、过筛机，

把不好的介质筛离出去，再经过分袋、封

装，最后用机械臂完成叠堆。”农事服务中

心负责人范丽芳介绍，运用数字化流水线

后，生产的水稻育秧基质，育秧存活率更

高，透气性和保水性也明显增强，有效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概率，降低农户育秧风险。

“以前我们 5 个工人一天最多只能生

产1000袋。通过流水线，我们三四个工人

一天最少也能生产 4000 袋，效率大幅提

升。”范丽芳说。

除了水稻育秧基质，该中心还生产蔬菜

育苗、种植以及园艺营养土等不同品种的基

质。中心构建了环保循环体系，将秸秆转化

为基质原料回归农田，实现了基质生产、育

秧以及秸秆回收的良性循环。“目前我们的

基质订单仅丽水市就有 8 万多袋，还有温

州、衢州和外省的江西也在陆续下单，最远

销到了新疆。”范丽芳说。 林静 柳晓燕

全省首创！台州为片区组团发展模式立法
□本报记者 沈璐兰

3月28日上午，《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

组团发展规定》（下称《规定》）经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将于2025

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为促

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而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也是浙江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

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创新实践。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是指以党建联建为

抓手，以产业为纽带，通过多村合作、整镇

组团、跨镇抱团等方式，推动空间特点、资

源禀赋、产业特色具有互补互促条件的乡

村，进行片区化、组团式建设，实现乡村共

建共赢、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

台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衍平介

绍，近年来，台州充分运用“千万工程”蕴含

的发展理念，创新探索片区化、组团式发展

模式，迭代升级片区组团内涵，启动以“中

心镇+中心村（片区）+特色村”为核心的乡

村综合集成改革，形成了天台塔后等多个

精品示范片区，在实现农民共富、集体增收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在调研时发现，在

片区组团发展推进过程中，存在着集聚效

应不够明显、发展带头人欠缺、要素制约发

展等问题。开展地方立法，有利于更好地

总结固化前期改革创新经验，进一步明确

各方职责，完善利益分配，为片区组团发展

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机制保障，有效激

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发展跨新

步、再跃升。

《规定》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强调规

划先行，总结各地实践做法，鼓励强村带

动、产业联动、项目驱动、景区辐射、村企融

合、空间重构等类型的发展模式。同时，针

对沿海、沿路形成示范带、示范片区跨乡镇

组团的现实情况，考虑未来“大片区”的发

展方向，引导和支持跨区域连片组团发

展。秉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鼓励

片区以产业为主导，跨村开展产业联营，推

进产业延链、强链、补链，实现片区协同、

集聚发展。

“《规定》的出台是以‘千万工程’牵引

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创新探

索，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整合

资源、统筹配置，在财政资金、金融扶持、土

地支持、人才支持等方面为片区发展提供

更明确、更具体的保障支撑，促进片区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周衍

平表示。

苏巧将苏巧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