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5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天台大塔后片区组团发展模式，被写

入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作为片区“领头

羊”的塔后村，曾经负债160万元，如今却带

动周边7个村，实现片区旅游经济总收入超

3亿元，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等“国字号”荣誉。

做强民宿兴产业
行至塔后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白

墙黛瓦的乡间院落，掩映在一片青翠之中，

环境清新宜人，俨然一幅宁静而优美的田

园画卷。“每到节假日，村里的民宿几乎爆

满。”“上岙里”民宿负责人陈孝银说。

“民宿是塔后的拳头产业，也是最早发

展的产业。”塔后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形告诉

记者，村内现有民宿70家、床位1000张；主

营餐饮的乡村酒店8家、餐位3500余个，并

配套有房车驿站、生态停车场、开心农场等

设施。

“我们定期邀请康养专家前来研讨康

养文化和产品，使塔后村与康养产业擦出

‘火花’，打造‘中药材种植+深加工+销售+

服务+旅游’一体的产业链，让有这方面爱

好的游客出游的第一时间就想到塔后村。”

陈孝形说，塔后村围绕大康养核心品牌，以

民宿产业和康养产业为发展双翼，努力做

强“民宿+康养+文化”产业链条。

组团发展奔共富
先富带后富，强村带弱村。2019年，塔

后村联合周边7个村成立大塔后片区，村党

支部书记化身“片区召集人”，牵头链接资

源、聚合要素、统筹力量。多年来，大塔后

片区依托民宿、康养、旅游等优势产业，辐

射带动周边村形成民宿康养产业集群，

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162万人次，带动片区

旅游经济总收入超 3.4 亿元。“党建不是口

号，而是实打实的资源整合。”陈孝形感慨

道。

大塔后片区组团模式迅速在全市“开

花”。“我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片区组团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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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发展。”台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台州将资源互补的村庄“串珠成链”，打造

多点开花、各具特色、覆盖市域的发展格

局，创新形成了强村带动、产业联动、古村

复活等多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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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三大差距”
深化“千万工程”

助农服务，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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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农

机鉴定检测技能

比武活动在金华

市婺城区长山乡

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的技术骨干聚

焦农机鉴定检测

领域核心技能，同

场 竞 技 ，以 赛 促

学、以赛促练。图

为参赛选手在现

场比武。

胡肖飞 摄

技能比武技能比武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华炯

农田规整，秧苗嫩绿。4月24日上午，

记者走进江山市上余镇五程村看到，这里

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一派大美春日田

园风光！“我们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保

护耕地生态系统，提高耕地综合利用率和

农机作业效率，减少耕地碳排放，实现节本

增效。”五程村党总支书记郑小荣告诉记

者，“2021年以来，我们村新增稻田1000多

亩，土地的亩均流转费用涨到了700多元，

村民得到了更多实惠。”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近年来，各地高度

重视耕地减排增汇，加快推动农业绿色低

碳转型。如，江山市在2021年以低碳试点

县建设为契机，紧紧围绕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建设的总体要求，启

动实施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4

个，连片整治基本农田2万余亩，有效推动

了“小农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为耕地

减排增汇提供了实践经验。

无独有偶。在杭州市余杭区，当地涌

现出了一批特色低碳试点项目，通过数字

化、智慧化等抓手，推动耕地管理向低碳绿

色发展转型。

稻田系统是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

的重要排放源。近年来，余杭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径山镇麻车头村积极打造低

（零）碳田园项目，通过田间管理与碳排放

监测平台，成功实现水稻田规模化、标准

化、清洁化种植与管理，既减少了农业面

源污染，又实现了水稻生产碳减排。“相比

传统水稻种植模式，这个项目节肥 10％，

甲烷排放减少 20％，退水总磷、总氮减少

25％。”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江山市和余杭区的成功实践，是我省

因地制宜扎实推进耕地固碳减排工作的一

个缩影。众所周知，我省是典型的农业资

源小省，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34 亩/人，约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如何以有限

耕地资源支撑减碳增汇，实现其生态产品

价值，需要更多的创新之举和良策。

去年10月，为进一步测算与优化耕地利

用降碳成本，探索绿色低碳目标导向下的耕

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将农业碳汇转化为可

交易的碳资产，省国土整治中心在坚持理论

研究和蹲点调研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形成

了《耕地碳排放效率优化和价值实现报告》。

“报告显示，2022年，我省耕地碳总排放

为3877549.7吨，碳总吸收量为7012174.4吨，

耕地生态系统实质起到了碳汇的功能作

用，可以实现碳汇价值显化，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该项目团队一位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推进耕地碳排放效

率优化，有效降低降碳成本，节约财政资金

投入，助力低碳农业发展。相信未来通过

继续优化耕地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和生态产

品市场机制，建立健全政府扶持与市场化

运作相结合的模式，支持更多地方结合自

身实际参与到耕地生态价值实现中，将更

好助力农业农民共同富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

经济研究所专家黄征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耕地的数量是产生碳汇和固碳的根本保证，

提升耕地的质量对减少碳投入和碳排放都

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

省累计完成土地综合整治318万亩。2024

年，全省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85.99

万亩，超额完成78万亩任务；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97.8%，离田利用率达35.8%……为降低

农业生产碳投入、增加耕地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4 月

23 日上午，省农业

农村厅召开专班工

作会议。省委农办

主任、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王通林在会

上强调，接续攻坚、

改革创新、勇毅前

行，以实际行动和

实绩实效推动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加快以“千万工

程”牵引城乡融合

发展缩小“三大差

距”推进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作出应有

贡献。

会议充分肯定

厅工作专班前阶段

成效。会议强调，

要聚焦重点，进一

步加大攻坚破题力

度。聚焦缩小“三

大差距”，加强顶层

谋划和制度设计，

全力抓好省级“县

城—中心镇—重点

村”发展轴申报遴

选、山区海岛县结

对帮扶等工作，全

力推进缩小“三大

差距”改革试点。

聚焦农业“双强”行

动，强化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推动人工智能、

农业领域低空经济

发展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快

速发展，持续擦亮

农事服务中心“金

名片”。聚焦“土特

产”培育发展，加快

实施“土特产富”全

链发展优质优价工

程，创新完善联农

带农富农机制，深

化全产业链建设。

聚焦数字“三农”，

纵深推进数字乡村

引领区建设，持续

推进智慧农业“百

千”工程，做深做透

“浙农码”赋能“土

特产”，围绕“数字政府2.0”建设，加快打造具有

“三农”辨识度的应用。聚焦现代“新农人”培

育，建好用好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健全完善支持

青年入乡政策体系，加大要素投入保障，引导和

支持更多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会议要求，要狠抓落实，进一步放大专班机

制优势。强化担当抓落实，让真抓实干、大抓快

上成为最鲜明的特质。聚焦重点抓落实，强化

学习领悟、主动融入、协同发力，合力开创工作

新局面。改革创新抓落实，坚持创新破题、改革

赋能的总原则，推动各项改革统筹谋划、一体贯

通，打造一批可推广的成果。久久为功抓落实，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量变为质变，积小胜为

大胜，及时总结提炼亮点经验做法，做到且行且

歌，全面展现专班硬核成果和工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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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耕地减排增汇“浙”里有良方

塔后村的“新一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