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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华市婺城区聚焦农事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整合各方资源，全力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领

域，建成全省首个综合型一体化现代化农事服务中

心，服务范围覆盖全市3个区及兰溪、龙游等地，扎实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全程机械化+”服务组织。制定以粮油等

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服务为重点，集成式提供农

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科技推广应用、农业数字化智

能化管理综合农事服务解决方案。出台现代化农事

服务中心建设奖补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事服

务，打造“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新型专业服务组

织。集成数字农业、集中育苗、烘干加工、农技服务、

农资配送、农机维修、农产品营销、农业废弃物收集

处理、仓储保鲜冷链、农事研学等“1+10”综合服务功

能，机械化应用贯穿水稻生产耕、种、管、收、储各个

环节，以企业为主体，补齐农户水稻生产机械化短

板，让农户“有机可乘”。

构建全产业链数字化运营体系。创新打造数字

化农事服务管理系统，粮食生产“从种到收”实现数

字化农事作业服务，通过数字化平台统一管理，明确

服务程序和人员职责，对每个环节的方案制定、作业

实施、质量评估、客户反馈等进行实时监控，实现农

事服务作业标准化、服务规范化、管理统一化，农户

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了解作业进程、作业质量，为

打造品牌大米提供可溯源数据支撑。挖掘“从种子

到大米”生产要素数据价值，通过物联网技术，联合

专家团队，建立作物生产模型，及时精准地指导水稻

生产，降低风险，实现水稻增产5%-10%。打通金融

服务通道，利用数字化平台提供农业补贴申请、保险

缴纳、涉农贷款在线申请等多项金融服务，最大限度

让种植户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高效与便捷。

推行“订管托”多种服务模式。农事服务中心优

先为周边 10 公里主粮种植区域农户提供“订单式”

“管家式”“托管式”等多种农事综合服务模式，满足

农户多样化服务需求。“订单式”服务可根据单环节

服务项目灵活下单，满足个性化需求；“管家式”服务

进行多环节托管，提供服务队伍、农业机械、农资产

品、技术跟踪一体化服务；“托管式”服务进行全程托

管，农事服务团队参与经营，减轻农户负担，实现增

产增收、共同富裕。

建立粮食生产“产学研”融合机制。坚持科技强

农，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之路。与浙江大学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合作成立乡村产业振兴研究院，积极开展

新品种选育、土壤改良、健康栽培等新技术、新模式试

验示范，做深科技成果转化。针对金华市水稻生产轮

作制度、丘陵地貌等特点，组织专家团队制定全程机械

化生产服务方案和农机作业服务标准，引导农事服务

流程标准化、作业规范化、管理精细化。通过设立“庄

稼医院”，返聘多位专家，带领新农人走向田间地头，与

农户面对面沟通解决实际问题，并定期开展农业实用

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能。

构建常态常效监管体系。根据婺城区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建设规划布局，做好前期准备，严格项目

管理，按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标准、星级目标进

行履约认定和综合评估。依托数字化农事服务管理

系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接受服务农户监督与反

馈。农业监管也可从系统平台中得到即时数据，加

强动态监测管理，定期评估运营情况，探索服务绩效

与项目资金等安排挂钩机制。

成效一：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提升。2024年累

计完成农机服务8万亩次以上、育秧服务2.5万亩、烘

干服务1.5万亩、农资产品应用4万亩，农机使用效率

提高10%—20%，节约种植成本80元/亩以上，有效减

少人工成本，提高农户种粮便利性和积极性。2024

年全区粮食种植面积9万余亩，比2023年增长12%，

生产秧盘约200万盘，较2023年增长32%，水稻亩产

增5%—10%。

成效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水稻生产从土

壤改良、品种筛选、栽培管理、大米加工以及仓储冷

链保鲜实现全程可溯源，产品质量有保障。推广科

学使用化肥农药，通过数智化溯源监管，实现化肥农

药单位面积施用量降低8%—10%。创新“农户→村

级组织→乡镇（区）农业开发公司→经营主体”的土

地流转模式，全区粮田规模化流转面积超4万亩，流

转收益1000元/亩以上。培育“婺禾”富硒米区域公

用品牌，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年产优质富

硒米超6000吨，实现创收超1亿元。吸引50余名大

学毕业生在各农事、农机服务点就业创业。

婺城：加强现代化农事服务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衢州市自谋划建设“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以

来，持续推进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和重大项目、未来农

业园区、庭院经济等重点工作，以带为轴联动做好

“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诗画风光带成为全

市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的“重要窗口”。

塑造“一带”引领的空间优势。按照城乡融合发

展要求，强化市县统筹，谋建主平台，夯实重点村，推

进连片布局，实现空间重塑、优势再造。打造“一带”

引领主平台。全市域统筹编制《“衢州有礼”诗画风

光带概念规划》和县（市、区）分区规划，沿主要流域，

谋划建设长280公里、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衢州有

礼”诗画风光带。该带串联1个市级中心城区、6个县

城、47个乡镇（街道）和377个行政村。5年来市县一

体持续推进，共实施重大项目321个，累计完成投资

624亿元。布局多点支撑基本面。以诗画风光带为

主轴，全市一体布局100个未来乡村，推进美丽乡村

迭代升级。编制《未来乡村建设规范》，发布《“衢州

有礼”诗画风光带乡村品牌化运营指引》，明确以农

业型、文化型、生态型、商贸型村庄为基础，根据人文

底蕴、产业基础、群众需求等深化产业、空间和社群

等运营探索，共建设省级未来乡村86个，成为省级未

来乡村建设运营机制探索试点。构建连片发展新态

势。以未来乡村为核心，探索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

验区，即以1-2个未来乡村为核心，联动周边3-5个

村，通过党建联建、土地连片、产业成链、治理同网等

改革，实现一体发展、共富共美，目前已打造实验区

15个，带动65个行政村连片发展。

推进“三位”一体的集成建设。聚焦诗画风光

带，按照居游共生理念，联动推进风貌优化、人口集

聚和公共服务配套，实现资源集约、配套集合、服务

集成。高标准提升乡村风貌。持续推进垃圾、公厕、

污水“三大革命”和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

“三大行动”，450 余个行政村开展数字赋能垃圾分

类。编制《“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管控导则》，明确

建筑、驳岸、绿廊、驿站等建设管控原则，充分挖掘在

地文化，提取独特元素，融入乡村风貌建设。多模式

推动共富集聚。以诗画风光带为主轴，构建中心城

区、县城、中心镇和重点村共富集聚梯度，建立农民

公积金制度，引导农村人口梯度转移，2024年共完成

自然村整村搬迁 90 个、农民搬迁 28439 人。一体化

补强公共服务短板。在建的8个万人集聚区和21个

百亩搬迁共富安置点，同步打造公共服务优享样板，

集成零工就业、公共服务、文化服务等场景，提供“一

站式”服务；在未来乡村以及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

区等片区，配套建设乡村数智生活馆，集成供给养

老、托育、用餐、诊疗、金融、教育、快递等服务。

做强“百亿”产业的发展引擎。依托诗画风光带

沿线土地资源，聚焦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深化农业标

准地改革，市县联动做强主导产业。全市域推进“三

大百亿产业”。制定《衢州市“双柚”、油茶、茶叶“三

大百亿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每年安排1亿元

以上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做大平台、做强加工、做响

品牌。2024年，全市“双柚”、油茶、茶叶全产业链产

值150亿元左右。县（市、区）发力“3+X”产业集群。

出台《关于聚焦“3+X”特色产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引导每年建设6个未来农业园区，推动

县（市、区）因地制宜培育3个特色产业和X个优势产

业，全市已培育柯城蔬菜、龙游渔业等省级10亿元以

上全产业链12条，诞生了“华欣湖羊”“汇农蛋鸡”等

一批产能全国领先的“单打冠军”。成片化布局产村

融合项目。引进配送龙头企业，按照“以销定产”方

式，在诗画风光带沿线连片布局、建设50个农产品主

题村，实行统一订单生产、统一种苗供应、统一技术

支撑、统一渠道销售、统一品牌打造，同步推进农文

旅融合。全市已建成清水鱼、麻鸡、红薯、萝卜、生

姜、茄子等一批主题产业村，有效促进村集体经济增

收。

建立“万众”共富的链接机制。深化联农富农的

制度建设，激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多途径实现共

同富裕。做强共富庭院“细胞工程”。立足农家庭院

空间，建立“庭院经济+共富机制”模式，发展庭院种

植、养殖、园艺、文创、休闲等业态，农户在出租场地、

管护产品、参与创业中实现可持续增收，全市共有

6000余户农户发展共富庭院33万平方米，户均增收

2000元以上。探索共富合伙人机制。聚焦诗画风光

带，制定“3+X”特色产业共富合伙人行动计划，建立

项目筛选、项目发布、常态服务和示范引领工作机

制，推进乡村特色产业“链主”与青年创业人才、农创

客、大学生等“合伙”，每年培育200位以上“未来青年

农民”，激活乡村活力。强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在培育“三大百亿产业”和“3+X”特色产业中，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探索“政府引导+国企领投+

企业运营+农户（村集体）参与”的投融资模式，让农

户和村集体利用技术、土地以及闲置农房等生产要

素获得较高的稳定收益。

成效一：市县统筹推动资源优配。衢州市加强

市级统筹，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市县一体谋

划推进“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设，定位明确，用力

一致，优质资源和宝贵要素实现叠加配置，产生“一

带”引领、全域快进的实效，风光带内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50万元行政村占比超60%。

成效二：连片发展产生规模效应。面对乡村地

域广阔、空间开放和资源碎片化的特点，衢州市把连

片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以诗画风光带为主轴，通过强

化点线面的构建，推进要素集合、政策集成、人口集

聚和产业集群，“1+1>2”的规模效应不断凸显。如衢

江区和龙游县13个村通过未来乡村和实验区建设，

形成村域相连、产业相融态势，年吸引游客不断增

长。

成效三：共富机制催生内生动力。推进“千万工

程”和乡村全面振兴，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衢

州市在推进过程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建立共富链

接机制，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最终实现

高质量发展，为缩小“三大差距”贡献力量。

衢州：以诗画风光带为主轴探索全域发展共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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