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当前，我省正进入小

麦收获季，广袤田野呈现出一派繁

忙丰收景象。据省农业农村厅统

计，截至 5 月 27 日，全省小麦收获

面积占种植总面积的44.09%，其中

温州、衢州已率先完成收割。

在临海市永丰镇南岸村的麦

地里，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

驰骋田间，伴随着机械轰鸣声，饱

满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被装入运输

车。“今年天气好，加上科学管理，

预计亩产350公斤以上。”种粮大户

程天希望着刚收获的麦地，脸上洋

溢着喜悦。

“麦黄一时，分秒必争。”程天

希告诉记者，小麦收获最怕遇到阴

雨天气。往年此时正值梅雨季，今

年天公作美，持续的晴好天气为夏

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确保颗粒

归仓，他和村民们开启了“白加黑”

作业模式，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天一亮又继续投入抢收。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夏收战

役中，农业机械化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

示，今年全省共投入4296台联合收

割机，小麦机收率达到 99%以上。

“现在，从收割到运输全程机械化，

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十几倍。”金华

市婺城区种粮大户李志刚说。他

今年种植的200多亩小麦，预计总

收入可达20万元。

政策托底让农民吃下“定心

丸”。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

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2025年

我省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

公斤 119 元，比去年增加 1 元。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还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指导，确保夏收夏种高效

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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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兴

村”，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大力发展富

民产业，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

展；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以产

业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美丽成片、产

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

局；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推动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

活有机融合；持续提升乡村风貌，

坚持乡村环境提升和乡村精神文

明建设“两手抓”，让农民就地过上

现代文明生活。

王浩强调，要坚定不移抓“融

合”，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高效

配置，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促

进区域协同联动，强化都市圈、产

业带对山区海岛县的辐射带动作

用，加快探索飞地新模式，健全成

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各类

资源、项目投向山区海岛县；因地

制宜推进城乡融合，通过空间优

化、产业联动、功能互补，联动发展

周边中心镇、重点村；畅通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积极培育现代“新农人”；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紧扣“基

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

键，聚焦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扶

弱等重点领域，探索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路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

加均衡普惠可及。

王浩强调，推动山区海岛县高

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战略性

工程，必须进一步强化保障支撑、

凝聚强大合力。省级层面做好顶

层设计，市委市政府抓好组织实

施，山区海岛县党委政府切实扛

起主体责任，自我加压、奋力赶

超，结对市县和有关单位落实好

帮扶责任，拿出实招硬招，助力山

区海岛县同步走向共同富裕。要

增强政策实效，找准落实政策的

切入点和结合点，真正把政策用

好、用活、用出成效，最大限度把

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强

化考核激励，推动各项工作举措

精准落地见效。

会上，宣读了首批山区海岛县

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

展轴名单及新一轮山区海岛县调

出县名单，举行结对签约仪式，省

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丽水

市、永嘉县、开化县、嵊泗县作工作

汇报或交流发言。各设区市党委

主要负责人，党委农办（农业农村

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和山区海岛

县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坚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 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
“融合”三篇文章 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现在咱们的日子过得比城里

好”，这是记者在乡村采访时经常

听到的一句话。近年来，浙江不断

迭代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老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在江山市长台镇长兴村“共享

食堂”，记者看到老人们围坐在方

桌边享用可口饭菜，一派安乐祥和

的热闹氛围。“平时我一个人在家，

食堂饭菜价钱便宜、味道不错，还

可以与同伴一起聊家常。我现在

每天都到这边吃。”长兴村 70 多岁

的村民张奶奶面带笑容地说。

长兴村“共享食堂”是长台镇首

家，该镇以此为试点，积累运营经验

后于2023年向其余8个村铺开，成为

江山市首批实现“共享食堂”全覆盖、

全运营的乡镇。近两年，该市共建设

乡村“共享食堂”270家，日均就餐老

人达5000多人次，形成了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覆盖全面的就餐服务网。

提升山村公共服务水平，贵在

因地制宜。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

堂”推出“以菜换餐”服务，村里老

人可把自己种的农产品卖给“共享

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成现金，

存入就餐卡，食堂还融入文娱、体

育、康复、医疗等多项服务内容，迭

代升级成为一站式养老服务中心；

在江山市贺村镇山底村，“共享食

堂”与运动公园、羽毛球体验馆等

民生设施融合起来，为村里独居老

人打造了一个集餐饮、休闲、健身

于一体的生活“综合体”。

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注重的是

“小切口”，那么这个“切口”是什

么？是群众最关心的事。交通不

便、快递运输不畅，怎么办？苍南开

通“客货邮融合”线路，通过公交车

将快递送到“家门口”，群众不用出

村就可以在交邮合作服务站寄收快

递，大大降低相关费用和时间成

本。教育资源分散、良莠不齐，怎么

办？永嘉整合65所小规模学校，打

造29所“小而优”示范校，让乡村孩

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且优质

的教育资源，入学率达100%。

苍南、永嘉、江山三地的实践

充分证明，有了产业、服务等的加

持，即使在地理、交通条件受限的

山区海岛县，乡亲们同样能拥有可

感、可及的幸福时光。

暖心服务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见习记者 张枥元

本报讯 5月28日，浙江土特

产·全省小龙虾王争霸赛在海盐县

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海盐县兴兴

稻虾专业合作社带来的“参赛虾”双

双斩获“虾王”“虾后”称号，其中，“虾

王”以125.70克的好成绩，创下“浙

江农业之最”小龙虾体重新纪录。

这次比赛，全省有 10 支队伍

携虾出战，从品相、体重、体长等

三个维度一决高下。评审专家先

观察其活力与反应，评定品相，再

测定重量和体长，最后综合评定。

“这次获奖的是约14个月龄的

种虾。由于今年天气好，而且我们

年初种下的水草品质优良，对小龙

虾生长很有帮助。通过稻虾轮作，6

月份还能种一季水稻。”“虾王”“虾

后”养殖主体孙永良告诉记者，目前

合作社拥有3500亩虾塘，小龙虾亩

产量可达100公斤。

“今年，为加快渔业产业‘土特

产’培育，唱响水产品优质优价‘好

声音’，我省谋划推出‘2025浙江好

鱼虾’系列活动，这次小龙虾王争

霸赛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将搭建

更多平台，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

展。”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浙江土特产·全省小龙虾王争霸赛在海盐举行

“虾王”“虾后”花落谁家

全省小麦收割超四成
温州衢州率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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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用好“绣花功夫”，精

雕细琢特色产业，是山区海岛县高质

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近年来，江

山和永嘉也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在打

造特色产业上下足功夫，各显神通。

江山首创“协会+企业+合作

社+蜂农”的发展模式，大力引进推

广王浆自动化生产设备、电动摇蜜

机等新设备、新技术，推动蜜蜂产业

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发展。2024

年，全市蜂业总产值15.41亿元，出

口产值1730万美元，其中蜂王浆出

口量在全国排名第一，蜂产品远销

欧美、东南亚等32个国家和地区。

永嘉另辟蹊径，依托山水风

光，在岩头镇、枫林镇、大若岩镇等

旅游核心镇刮起了“村咖风”，联动

楠溪江音乐节、宋文化节、麦田生

活节等节庆活动，衍生出“回声陆

地黑胶唱片节·楠溪咖啡市集”“春

江月夜·营地派对”等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娱乐形式，实现现代都市文

明与传统乡村文化水乳交融。自

2022年起，该县新增“网红”乡村咖

啡馆 30 余家、年销售额超 3000 万

元，吸引游客近220万人次，村集体

经济增收超500万元。

“串珠成链”激发增收活力

今年，浙江创新提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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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

合”三篇文章，建强“县城-中心镇-

重点村”发展轴。山区海岛县、农业

农村作为主战场，迎来发展良机。

如何把握这一发展良机？记

者带着期待进行走访。走进永嘉

县枫林镇西北楠溪江畔的镬炉村，

只见现代简约风的建筑设计、整洁

的马路和雪白的墙面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来往游客络绎不绝。

2022年起，镬炉村通过一系列

微改造、精提升工程，改造外立面

10 余万平方米、打造美丽庭院 700

余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如今的

镬炉村，白墙黛瓦，庭院优美，成为

我省第二批未来乡村试点。

“镬炉村周边有楠溪江滩林、

湿地公园、楠溪江漂流码头等景

点，地理环境和自然风光得天独

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红十三军

也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还有

‘贡品’级‘土特产’沙岗粉干，发展

农文旅产业潜力很大。”永嘉县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该县以枫林镇镬炉村为重点村，将

楠溪江沿线景沙岗、新坊、江枫等9

个村“串珠成链”，按照“一村一品、

一村一业”的思路，系统谋划研学、

民俗体验、旅居等乡村旅游功能区

块，通过“租金+薪金+股金+奖金+

酬金”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各具特

色、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文旅

共富联合体。自2022年以来，该片

区已吸引社会投资超10亿元，村集

体经济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均超20%。

“串珠成链”显示出拉长板、补

短板的实践成效。苍南县马站镇以

中魁村为重点村，立足全省最大的

番茄种苗繁育基地、“中国四季柚之

乡”等产业金名片，辐射带动草屿

村、下魁村、雾城村和兴岙村等4个

村，2024 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

1400万元，经营性收入超580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万元。江山

市新塘边镇引导全镇19个行政村，

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整合散落在各

村的“宝藏”，有效激活发展内生动

力。强村公司谋划的千亩茶园项目

整合了东山村、勤俭村、永丰村的林

地资源，变“荒山”为“茶山”，为各村

带来约230万元的集体经营性收入。

“无论是片区组团还是强村公

司，其底层逻辑都是通过整合山区

海岛县零散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释放增收潜力。”省农业农村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5月28日，戏曲

老师在德清县新安

镇勾里中心学校指

导学生排练戏曲，准

备在“六一”儿童节

参加演出。近年来，

该校聘请专业戏曲

演员，每周固定时间

进校传艺，让学生近

距离感受传统戏曲

文化的魅力。

姚海翔 摄

排练戏曲迎排练戏曲迎““六一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