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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乐清市通过创新“村企共建”模式，充分

整合民营经济发达和农村资源禀赋特征、产业比较

优势、环境承载力、市场条件及发展潜力等因素，积

极拓展共建主体、创新共建模式、强化要素支撑，推

动农村产业引进、资金引入、资源盘活，推进工业反

哺农业、工贸重镇反哺农旅名乡，助力“土特产富”改

革，促进低收入群体“提低”、高素质农民“扩中”，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健全“民企+国企+商会+村社”组织共建机制。

制定实施新型帮共体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标杆

建设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民企+国企+商会+村

社”多元参与机制，有效搭建以“正泰”“诺金”“铁枫

堂”“聚优品”等龙头企业为核心，广药集团、市交水

投集团等国企为补充，上海、北京等50余个域内外

商会广泛参与的“村企共建”渠道。目前，全市共有

167家民营企业、50个域内外商会与241个村结对共

建，广药集团、市交水投集团等国企依托渠道优势，

参与开发石斛系列饮品，打造“共富乐购”“共富乐

游”电商平台，成立乐清湾港区投资发展公司，与67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共建发展。

深化“电气产业+铁皮石斛产业”共兴模式。根

据各村（社）劳动力结构、自然资源和区域位置，依托

电气产业国家级产业集群和铁皮石斛省级示范产业

链，创新“村企共建”模式。聚焦铁皮石斛产业，以土

地经营权流转和产业链融合发展为核心，创新“租

金+股金+薪金”的“三金惠民”模式，深化“铁枫堂”

“聚优品”等龙头企业带动山区、老区6个乡镇131个

村推动铁皮石斛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聚焦电气产业

集群，大力推广“共富车间”“光伏+”等模式，构建“居

家来料加工+村居就近就业+工厂集中生产”的工业

反哺和绿色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实施“三金

惠民”项目8个，累计流转土地近5000亩，石斛种植

面积超1.2万余亩，130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5万余名

农民就业；打造家门口的“共富工坊”150个，就近吸

收就业4100余人，带动村民人均月增收2500余元，

正泰集团“光伏+”项目带动119个村集体和8010户

农户增收超4400万元。

构建“政策+金融+技术”资源共享体系。出台

实施雁荡山铁皮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雁

荡山铁皮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暨“1115”发展战略等

政策，开展“三方四联六共富”行动和“一村一品牌”建

设，提振企业参与信心，增强村（社）发展内生动力。

实施金融强村“十百千”工程，推动市农商行、中国财

险等专业机构与村（社）合作，建立村居全覆盖的金融

共富专员制度，构建“保险+期货”“政策险+商业险”等

多元保险体系，首创近野生铁皮石斛、柑橘种植和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开发“石斛贷”“草莓贷”等特色金

融产品，惠及107个村7万余农户，为村集体和农户

增收超5000万元。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支

持“铁枫堂”“聚优品”等龙头企业与中国生物工程学

会、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

机构深度合作，建成全国首个“铁皮石斛院士工作

站”“国家中医药管理铁皮石斛品种选育与生态栽培

重点研究室”“教育部现代中药制剂铁皮石斛联合重

点实验室”等，主导制定的《铁皮石斛生产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荣获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成效一：构建“三方共赢”共富模式。依托村企

共建模式，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速超15%，

年收入50 万元以上村占比达77.75%。以浙江省聚

优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铁定溜溜”石斛主题

乐园为例，年营收超2亿元，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之前的10多万元提升至35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到4.8万元。

成效二：激活“强村富农”强劲动力。全域推动

241个村（社）与217家企业共建项目270个，吸纳农户

就业超万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达1.19亿元，农户年

增收近4.4万元；石斛产业总产值超35亿元，成为温州

市首个超30亿元的农业产业集群和省级示范产业链。

成效三：拓宽“村企共建”辐射范围。推动乐清

石斛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向永嘉、丽水等地辐射，市外

种植面积超3.5万亩、亩均收益超3万元，带动周边

区域农户创业增收。“村企共建”机制入选省级共同

富裕最佳实践名单；“村企共建、能人带动”项目入选

浙江乡村振兴十大模式，“三金共富”模式入选省级

“万企兴万村”实验项目名单。

乐清：“村企共建”推动“土特产富”改革

近年来，安吉县坚持把吸引青年入乡发展作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探索出了一条吸引青年

返乡入乡创业就业新路径。2019年以来，全县新增入

乡就业创业青年近5万人，助推全县常住人口增加近

10万人，增长20%以上。

把优势产业布局到乡村，让乡村成为青年的逐

梦之地。坚持把“聚才兴业”作为吸引青年入乡的关

键一招，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培

育生态友好型乡村产业。一是做强特色产业。坚持

产业生态化，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打造了安吉白

茶、安吉竹笋、安吉竹林鸡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农业

品牌，吸引农创客1197人、企业485家。二是发展农

旅经济。坚持生态产业化，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实

施“千家乡宿”“百村万帐”等培育工程，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康养休闲、亲子研学等“乡村+”产业，打响长

三角露营目的地，全县共有民宿1800余家，其中青

年开办的民宿 1180 家。三是培育新型业态。坚持

景社共生理念，将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资源与文化礼

堂、咖啡馆、民宿、创业平台等各类空间整合打造乡

村流量业态，涌现出了“深蓝计划”“瀑布咖啡”“小

瘾·半日村”等一批网红项目。大力发展网格工程、

文化创意、商务洽谈、数字经济和总部经济，先后引

入40家新经济企业，直接吸纳3000多名大学毕业生

就业。

把紧缺资源配置到乡村，让乡村成为青年的集

聚之地。强化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通，系统构筑城、

区、园（楼）梯度青创空间体系。一是建设青创平

台。充分盘活闲置厂房、民房等乡村资源，创新推出

数字游民公社等模式，建成青创百人园（楼）、青年人

才社区等青创空间 44 个，引育青创项目 518 个，为

2000余名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二是打造青年

社区。利用闲置商业区块建成全国首个乡村青年人

才社区——余村青来集，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可

提供办公工位1200余个，目前已落地项目21个、集

聚青年人才800余人。三是优化共享服务。聚焦青

年吃住行游娱购全要素保障，在青年集聚点位布局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引入

网红咖啡、火锅店等业态，推出青年乡宿公寓、乡村

共享食堂，让青年在乡村享受“城市配套服务”、吃上

“时尚味道”。

把整体运营引入到乡村，让乡村成为青年的用

武之地。积极探索整体运营模式，主动对接市场主

体和职能部门，通过多方协同治理，形成完整运营链

条。一是推行“两入股三受益”模式。天荒坪镇整

合大余村范围内1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2万余平方

米厂房、近6万亩竹林和农田，创新推出“全球合伙

人”计划，邀请全球英才共享发展机遇，村集体和村

民以资源、资产入股，既可以拿租金、挣薪金，还可

以分股金，创业者拎包入住，实现轻资产运营。二

是推行“四位一体”模式。灵峰街道“小瘾·半日村”

民宿集群探索“国企+运营团队+村集体（创业园

区）+村民（创业者）”运营机制，国资平台公司以持

有资源资产方式实现保值增值，创业运营团队通过

策划、设计、经营获得收益，村集体通过固定资产投

入等方式壮大集体经济，村民通过租金、薪金、分红

得到实惠。

把美丽风景厚植到乡村，让乡村成为青年的向

往之地。始终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深入

探索完善生态保护机制，持续优化乡村环境，将美丽

生态转化为吸引青年返乡入乡的强磁场。一是全

域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担纲制定《美丽乡村建设

指南》《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南》等系列国家标准，

加速和美乡村组团式片区化发展，深刻推动人居环

境重塑，使乡村成为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

地，让青年在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的生态中享受工作

生活的乐趣。二是创新打造“大自然工位”。从青年

需求出发，把竹林、稻田、废弃矿坑、破旧校舍等打造

成兼具自然风光、乡土风貌与现代功能的沉浸式办

公场所，吸引了一大批远程办公的高学历、高技能、

高素质人才入乡，让年轻人在“在旅行时办公，在风景

里成功”。

把暖心政策加持到乡村，让乡村成为青年的扎

根之地。进一步强化政策供给，构筑人才保障服务

体系。一是创业有助。推出六大就业创业补贴系列

新政，让人才及时享受政策补贴，不同学历层次的就

业者可享受每月1200—4500元不等补贴，创业者可

享受每月 900—6700 元不等补贴。二是居住有房。

按照零首付有房、零压力创业、零负担安居的原则，

推进10万套人才公寓建设，创新出台共有产权住房

政策，目前已累计推出共有产权房近4000套，529名

青年人才享受到政策红利。三是工作有伴。引入5

分钟服务圈网红业态，成立52个青春社团，常态化

开展“青春社团”“缘定安吉”等系列交友活动，扩大

青年交友圈，进一步增强青年人才对安吉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成效一：开辟就业创业的新场景。安吉主动创

设载体、拓宽途径、开辟赛道，探索实施以赛事引流、

品牌引流、艺术引流、体验引流、产业引流等撬动青

年入乡就业创业，2023年以来吸引集聚2万多名大

学毕业生入乡。如网红打卡地“深蓝计划”，由21名

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在一座废弃矿坑上打

造，年营业收入超2000万元，曾创下单日单店咖啡

出杯量8818杯的销售纪录。

成效二：激发乡村运营的新活力。探索以全域

乡村运营为载体，引流回流资金、科技、人才进乡村

的新模式，通过“两退出三保障”“两承诺三带动”等

乡村集成改革，举办乡村运营招商“相亲会”等，推动

乡村资源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以青创力量焕发乡

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全县累计开展乡村运营项目

45个，吸引投资18.2亿元，招引3万多青年人才到安

吉乡村创业就业。

成效三：找到组织振兴的金钥匙。自2018年实

施“乡村振兴新青年”行动以来，已招引1.2万余名有

大学学历、经营经历、干事阅历的青年人才回村创

业，并从中择优为每个村常态储备 3 至 4 名后备力

量。目前，全县村党组织书记35岁以下的占25%、数

量是5年前的3倍，做过企业高管的占20%，本村致

富能手占72.8%。如“85后”企业高管鲍鑫回乡担任

夏阳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庄发展露营产业，吸引

“小红书”首个线下露营基地落户，推动村集体经济

年经营性收入从8万元提升到300万元。

安吉：支持青年入乡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版稿件由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