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松

2024年浙江经济数据日前出炉，全

省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县

（市、区）增加 4 个，分别是庆元（42213

元）、景宁（41980 元）、松阳（41863 元）、

衢江（41694 元）。自此，我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

区）从8个减少到4个，标志着浙江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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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迈

了一大步。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区位优势不

足、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耕地资源稀缺，

约束山区县高质量发展。然而，这4个

山区县却交出了一份耀眼的答卷：庆元、

景宁、松阳、衢江 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分别为7.4%、8.1%、7.6%、10.8%，分

别居全省第八、第二、第四、第一。其中

的秘诀何在？

产业支撑更强了

近日，在一年一度的中国茶商大会

上，松阳香茶成为“高频词”。

“今年，松阳香茶销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两成。”山东省济宁市茶叶商会会长

江波告诉记者，松阳香茶色泽翠润、香高

持久、滋味浓爽、汤色清亮、叶底绿明，深

受消费者欢迎。

松阳产茶历史悠久。如今，这片小

小的香茗已然成为松阳县的富民产业：

全县 40%的人口从事茶产业，50%的农

民收入来自茶产业，60%的农业产值来

自茶产业，位于该县的浙南茶叶市场更

是以“中国绿茶第一市”享誉全国。

为持续擦亮这张“金名片”，松阳县

打造了9条集观赏、休闲、体验于一体的

精品茶主题旅游线路，并建成我省首个

大型茶树种质资源圃以及3家全程机械

化应用基地，为茶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翅

膀。至今，松阳县已开发推出抹茶、茶多

酚片、茶爽、茶叶熏腿等精深加工产品

20余种。2024年，全县茶叶全产业链产

值超145亿元。

在做强产业上，景宁、庆元、衢江三

地不甘落后。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

发源地，2024 年，全县食用菌总产量达

1.39亿袋，从食用菌栽培、加工到休闲、

保健的全产业链产值达 58 亿元，惠及

当地 4 万余人。景宁深挖畲药这一民

族特色产业，全力支持高山道地药园建

设，开发畲药全产业链。2024 年，该县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9.29 万亩，总产量

6294吨，总产值近1.5亿元，比上年增长

超10%。

衢江则另辟蹊径，在探索水土保持

生态补偿、生态资源开发经营权转让等

方面下足功夫，把“好生态”作为“好卖

点”，吸引农业主体入驻。去年6月，该

区完成后溪镇后溪村、泉井边村2笔水

土保持生态农业资源经营权交易，交易

额达726.84万元。

山海携手更紧了

在浙江，山与海所形成的经济“两

极”既是基本省情，也是发展机遇。

景宁县梧桐乡林山村四面环山，平

均海拔在63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26度

左右，空气清新，水质常年在国家二类水

以上，是种植高山水果、蔬菜的“风水宝

地”。然而，因交通受限，销路曾是个难

题。

“过去种地没什么盼头，菜种多了卖

不出去。”村民林启兄告诉记者，“如今销

路不愁，干起活来也有劲了！”

这得益于景宁创新推出的“飞柜”。

景宁县与宁海、海盐、上虞、温岭等结对

地区合作设立了“飞柜”销售平台，通过

调配两地的产品、市场资源，助力“景宁

600”区域公用品牌生态农产品走进山外

的千家万户。景宁的冷水茭白、高山土

豆、惠明茶、深山野蜂蜜等“土特产”通过

“飞柜”摆上了结对地区市民的餐桌。截

至目前，景宁与结对地区累计共建“飞

柜”13个，销售额超2亿元，带动超2.4万

农民增收。通过“飞柜”，林山村村民每

年可增收30余万元。

像景宁“飞柜”这样的山海协作模式

并不鲜见。松阳县与湖州市南浔区合

作，在该县斋坛乡京梁村打造“稻+”生

态农业产业园，探索“稻蛙共生”“稻耳轮

作”“稻蟹共养”等高效生态种养模式，推

出稻米、稻耳、稻蛙等10余类特色有机

农产品，并开展乡村研学、旅游等服务。

2024 年，为当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 150

余个，强村公司销售“稻+”产品盈利16

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2万元。衢江与

鄞州合作，深挖历史文化典故，把衢江高

家镇盈川村打造成为网红打卡点，带动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从几千元跃升至百万元，其中两地山海

协作援建的19间民宿，每年可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超20万元。

农民钱包更鼓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庆元

县荷地镇，针对当地产业发展需求，“乡

村共富技能学堂”为村干部量身定制“岗

位技能清单”和“特色技能清单”，依托共

富工坊、实训基地等阵地，开展一系列理

论知识培训和技能实操训练。

“现在我手头有5本职业资格证书，

指导农户生产更有底气了，农户也很信

任我。”荷地镇黄沙村村委委员张利花告

诉记者。从护理员到无人机“飞手”，再

到电商销售能人，像她这样的多技能干

部如今在荷地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要形成乡村产业扩容、农民增收的

可持续发展态势，关键在于培养技能型

带头人。”庆元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乡村共富技能学堂”已

在全县19个乡镇（街道）实现全覆盖，助

农成效日益凸显。2024年，全县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

长 17%和 22.7%，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

上村占比达64.6%。

发挥产业优势，促进农民增收。地

处浙西的衢江依托清水鱼、走地鸡、高山

菜等名声在外的“土特产”，探索政府、企

业、村民、市场协同的“乡村合伙人”模

式，吸引农户共同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

业链增值收益。2024年，该区累计招募

“乡村合伙人”1427户，带动本地就业岗

位1.2万个，覆盖全区85%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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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本报记者 张雅萌

近日，在湖州市吴兴区东

林镇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绿

浪翻滚的麦田上空，无人机正

低空盘旋，均匀喷洒着药剂。

“眼下正是小麦病虫害防

治的关键阶段，无人机能根据

苗情监测数据，自动计算施肥

量和施药路径，实现促弱、控

旺、稳壮。”“90 后”新农人尚年

军一边操控着设备，一边向记

者介绍，依托AI技术，无人机不

仅实现了精准定位和变量作

业，还能通过多光谱成像分析

作物长势，为 4000 亩农田管理

提供动态决策支持。

这是我省以科技重塑传统

农业的缩影。近年来，我省以

“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

人工智能与农业生产深度融

合，一幅幅科技感十足的“智慧

春耕图”正在之江大地徐徐展

开。

“小麦叶片发黄怎么办？”

在桐乡市石门湾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农户轻点手机，将问题

连同实景照片上传至“AI 田保

姆”——“小T”。3秒后，系统便

结合桐乡当地气候、土壤数据，给出了包含需水控肥、病

虫害防治等在内的“诊疗方案”，还同步推荐了最新的病

虫害防控情报。“以前等专家上门要两三天，现在‘随问随

答’，种地有了‘贴身顾问’！”种植户老朱连连赞叹。

这款由桐乡市农业农村局开发上线的“AI田保姆”应

用，覆盖本地11个农事服务中心，自4月投入使用以来，

访问量已达数千次。桐乡市农业农村局智慧农业发展中

心主任滕江南告诉记者，该应用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本土

化知识库”——系统不仅整合了历年病虫害数据、种植技

术指南，还接入了本地农业补贴政策、人才激励措施等文

件，并通过深度学习和实时联网技术，不断提高精准度。

例如，针对槜李花期管理，“小T”能一键生成从疏花保果

到水肥配比的全程日历；农户预约农机服务时，它能智能

筛选“最近、最优惠”选项，真正实现“问题不出田，服务零

距离”。

而在义乌佛堂蔬菜产业园的智能化育苗大棚内，一

垄垄绿油油的蔬菜秧苗长势喜人，旁边竖立的数字传感

器正实时监测着土壤温湿度与光照强度。“通过手机就能

随时观测蔬菜秧苗生长情况，还能远程操控浇水、施肥等

作业，真正实现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义乌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晓斌轻点屏幕，向

记者展示云端管理平台——两座配备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和温度调节系统的育苗工厂，通过“云”管理，育苗效率

和品质大幅提升。去年，佛堂蔬菜产业园培育蔬菜秧苗

50万株，今年计划突破100万株。通过智能监测设备优

化育苗流程，该产业园日销售蔬菜秧苗最高可达5万株。

AI正重塑我省的农业“基因密码”。省农业农村大数

据发展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推进智慧农业过程中，我

省通过提前布局，率先构建“数字+设施+机械”体系，形

成“农业产业大脑+未来农场”的发展格局。在这一体系

下，人工智能、物联网、北斗导航等前沿技术与农业生产

深度融合，促使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农田信息智

能感知无人机、智能无人虾蟹养殖船等先进设备规模化

落地应用，推动农业向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稳步迈进。

数据见证着这场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我省共创

建数字农业工厂（基地）562家，培育未来农场48家，建设

农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展先行综合县36个、特色县70

个。

从无人机翱翔麦浪到“田保姆”秒解难题，从工厂化

育苗到机器人巡检，浙江正以AI之力，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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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在位于金华市

金东区塘雅镇

的万亩粮食生

产功能区，农机

手开展早稻插

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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