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佳味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金华市金东

区岭下镇坡阳古街热闹非凡，烟火气满

满，游客漫步于青石板路上，品特色美食、

赏民俗表演、逛文旅市集，流连忘返。“以

前这里房子破旧，道路也不好走，没什么

人气。自从政府对片区整体开发后，古街

大变样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我的小吃

店生意也越来越好，收入比以前翻了几

番。”古街店主杨周安满脸笑意地说。

这条老街有着400年历史。“几年前，

各村都在谋划发展，但由于资源分散、缺

乏统一规划，存在同质化竞争，难以形成

规模效应，无法吸引到有实力的企业合

作。”岭下镇党委书记张雪频回忆道。

为打破发展困局，2023年，金东区启

动建设八仙积道共富带项目，引入金东区

交投集团，全面统筹片区的规划、建设和

运营，并成立“村集体+投资方+招商运营

公司+产业联盟”的共富项目运营公司，

引进杭州开元乡村文旅公司组建团队进

行管理运营，形成国资公司开发建设、村

集体股份入股、村民流转土地获租金的联

动格局。

“交投集团投资2.3亿元，整合岭下镇

岭五、釜章、诗后山3个行政村相关资源，

集中流转土地 574 亩，盘活闲置农房 66

幢，以‘大美郊野、八仙积道’为底色，打造

稻田咖啡馆、非遗工坊、森林研学基地等

12 个业态，形成了‘一环两带三村九景’

的大美格局。”杭州开元乡村文旅公司片

区运营负责人肖玎玲介绍。

“共富带变以往乡村经营‘零敲碎打’

为‘整体推进’，变单村规划为区域规划，

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各村以土地、店

铺等资源入股，每年都能获得一笔可观的

分红，发展一下子就有了方向和劲头！”岭

下镇诗后山村党支部书记高兴地说。

如今，一个个共富项目在八仙积道共

富带落地生根。经过精心修缮的坡阳古

街，引入多元业态，成为集餐饮、文创于一

体的聚集区，累计营收超 600 万元；曾经

荒芜的白鹭营地，通过打造亲子研学中

心、亚热带水果中心、水岸餐厅等，“变身”

为金华市规模较大的复合户外营地；王溪

湿地片区依托良好生态，打造滨水帐篷酒

店与湿地景观，配套观光住宿、农事体验

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片

区还引进农业科技产业园、天星调良马术

基地等项目，形成多元化产业格局。截至

今年4月，八仙积道共富带累计接待游客

26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带动周边

村集体经济增收超700万元。

共富带的建设，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原本是长途货车司机的朱云峰，现在

成了“骑士驿站”民宿主理人，每年有 20

余万元进账。“现在收入比之前高多了，还

能随时陪伴家人。”朱云峰感慨道。片区

还通过引进村咖、文商旅街区等新兴业

态，培育就业新场景，创新引育新机制，提

供“免租金”创业扶持，不断拓宽青年入

乡、农创客归乡路径。据统计，2024年以

来，八仙积道共富带直接带动就业450余

人，实现增收超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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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三大差距”
深化“千万工程”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千山碧树身红日，又见天涯

远客来。6月4日下午，慈溪市上林湖青

瓷文化传承园“梅”意十足，杨梅鲜果和各

类杨梅加工产品琳琅满目，2025 浙江土

特产·“六月杨梅红”暨慈溪杨梅季系列活

动在这里举行。

“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连续19年举

办，充分展示我省杨梅产业发展成果，进

一步促进技术推广、市场拓展、农旅融合、

品牌营销，助力杨梅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活动现场，发布了全省9条精品杨梅

采摘旅游线路（相关报道见今日8版）和

杨梅出海支持举措，慈溪、余姚、兰溪、黄

岩、仙居、青田等杨梅主产区进行了推介，

举行了“溪上梅香”网络大V杨梅推荐官

和慈溪杨梅全球洋大使聘任仪式、“浙农

优产 百县千品”产销对接平台杨梅专场

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还介绍了杨梅酒加工技术

规范省级团体标准制定情况。据介绍，该

标准将围绕品种选择、浸泡加工、风味提

升、辅色技术等环节，通过规定酒体原料辅

料、感官、理化、微生物等产品指标，为浸泡

型杨梅露酒标准化生产提供参考依据。“目

前，浸泡型杨梅露酒大多采用作坊式生产

模式，希望通过制定技术规范，为杨梅酒

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

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张淑文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省杨梅产业发展呈现稳中

向好态势，形成了浙东、浙南、浙中等三大优

势产区，余姚、慈溪、瓯海、文成、兰溪、定海、

黄岩、临海、仙居、青田等十大精品杨梅主产

县，选育推广了‘东魁’‘荸荠种’‘早佳’等杨

梅良种。目前，全省有9个杨梅产品获全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19个产品入选浙江

省土特产名录。我省现有杨梅种植面积

130万亩，预计今年鲜果产量达74万吨、产

值达63亿元，均稳居全国首位。

“我们将继续把杨梅作为浙江‘土特

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工程的重点，优

布局、扩设施、延链条、促融合，夯实杨梅

产业根基，释放全链发展综合效益。”省农

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沈璐兰

6月5日，全省水稻机插现

场推进会暨晚稻机插作业技能

比赛在杭州市萧山区举行。这

是今年我省第三次召开水稻机

插现场推进会，表明“水稻机插

仗”再次在之江大地打响。

今年以来，我省把推广水

稻机插作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

升、推进农业“双强”行动的重

要抓手，集成政策、育秧和农机

社会化服务等关键要素，构建

起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

系。截至5月底，全省早稻机插

面 积 130.19 万 亩 ，机 插 率 达

61.33%，较去年提升近 20 个百

分点。

这几天，德清星晴家庭农

场负责人沈煜潮忙着安排一台

台旋耕机下地耕田，为后续晚

稻机插作准备。“今年计划种

600 亩晚稻，全部采用机插作

业。6月2日下午，第一批晚稻

秧苗已插种下去，希望有个好

收成。”沈煜潮说，尽管立夏后

每天都很忙，但还是早早地对

农机进行了全方位检修维护，

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

上”。

“我父亲是种粮能手，但传

统农田作业费时费力，效率不

高。要提高农业生产质效，就

必须依靠科技和机械。”2008

年，沈煜潮从父亲沈炳水手中

接过种粮担子，陆续购入一批

农业机械，广泛应用于犁田、插

秧、喷药、收割、烘干等生产环

节。

育秧质量直接影响机插水稻成活率。今年，湖州

市新建了4个粮油类农事服务中心，均将育秧中心建

设列为优先事项。目前，这些新建成的育秧中心已在

晚稻生产中发挥作用，全市水稻机械化育秧能力达到

50万亩次。

“我们还组建了专业服务队，通过现场指导、问题

协调等方式，及时解决种植大户在水稻机插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设备等难题，确保机插工作顺利开展。”湖

州市农科院机信站站长李江涛告诉记者，今年湖州市

单季晚稻机插面积预计为53.81万亩，机插率预计可

达70%，同比增长25%。

在嘉善县干窑镇范东村的成片稻田里，几台高速

插秧机正来回穿梭，有序地插种水稻秧苗。“我们承接

了1.5万亩晚稻机插订单，5月10日启动育秧工作，6

月1日开始机插作业。”嘉善窑望丰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梅其伟向记者介绍，眼下，该公司每日投入

近50名工人，各环节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机插作业

效率显著提升，预计日作业面积可达500亩。

嘉兴市农机管理服务站站长柯中杰说，今年该市

单季晚稻计划种植面积为130万亩，根据前期排摸，预

计机插面积占比超50%。当地数据显示，与直播种植

相比，水稻机插虽然育秧成本要增加近1倍，但稻田草

害发生率低，可减少1—2次除草剂施用，而且具有增

产优势，每亩最高可增收100元，叠加水稻机插政策补

贴，水稻机插促增收成效明显。

记者从杭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该市计划

种植单季稻 65.86 万亩，其中机插面积为 50.7 万亩。

目前，全市已建成72个育秧中心和115个育秧点，拥

有超1500台（套）插秧机和1366名机手，能满足当地

水稻机插作业的服务需求。

“各地结合实际，加大机插工作推进力度，持续扩

大机插面积，提升机插水平。全省还建立了省、市、县

三级专家‘一对一’指导服务体系，加强水稻育插秧技

术跟踪指导服务，协调解决育供秧和机插服务难题。”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上下协同、多管

齐下，加快补齐水稻机插短板，促进水稻生产提质增

效，计划今年全省机插率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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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启动
现场发布了9条精品杨梅采摘旅游线路

乡村文旅促共富的“金东解法”

6月3日，在

舟 山 市 定 海 区

小 沙 街 道 增 辉

村的田野上，农

民 正 驾 驶 插 秧

机栽插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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