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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三大差距”
深化“千万工程”

□见习记者 张枥元

站在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的铁帽山上

俯瞰，可看到谢家、径游、安山3个村田园相

连，水系相通。这片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居住着1万多人。之前，这3个

村的资源一直处于“碎片化”状态。

破局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2022年6

月，萧山区政府与传化集团签约启动建设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浙江传化乡村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科介绍，“谢径安·传

化农创村”项目创新“政企村农”多主体协

同模式，政府发挥资源配置主导作用，企业

通过市场运作驱动乡村发展，村集体和村

民作为主体积极参与，形成共建、共创、共

享的发展模式，按照“三村连片规划、产村

一体设计”的理念，整合3个村资源，打造了

3285亩核心示范区。

浦阳镇镇长郭建达说：“过去3个村‘各

扫门前雪’，如今‘一盘棋’规划，资源活了，

人心齐了。”“我们通过租金、股金、薪金的

‘三金增收’模式，让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

来。”传化集团农业品牌负责人贾祺介绍，

“除了发放租金，村民们将乡村资源变成股

权，参与分红，获得股金收入。同时，项目

开发的‘乡村CEO’‘田间管家’等岗位，让

2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3个村集

体经济总收入也由2021年的488.41万元提

升至2024年的1024.19万元，其中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由 197.03 万元跃升至 465.33 万

元，分别增长109.70%、136.17%。”

发展离不开科技赋能。在谢径安传化

植物科学中心，数字种苗工厂的玻璃温室

内，一排排番茄种苗排列整齐，传感器实时

监测着植株生长参数。“智能系统会昼夜不

停监测，通过后台控制车间亮度、温度、湿

度等，给蔬菜提供最舒适的生长环境。我

们谢径安的种苗工厂是杭州市规模最大

的，年育苗能力达5000万株，能辐射种植超

万亩农田。”贾祺介绍。

“进门做实验，出门做试验”——这是

“谢径安”打造的农业科研闭环。“谢径安”

与省农科院、湘湖实验室、浙江大学等10余

家科研院校及企业建立合作，构建起“实验

室-科研温室-试验田-推广农田”全场景

载体。谢径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农业技

术中试服务平台、生物种业联合创新中心

等平台相继落地，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谢径安”项目启

动后，3 个村的历史文化资源被重新挖掘

激活。谢家村有千年历史，安山村的朱姓

据记载已传 19 世，径游村老街也有 300 年

历史。“如何把这些散落民间的历史碎片

化遗存，用一根主线串起来，再把调性做

出来？”传化乡村发展运营人员陆月等“新

乡人”，一直在找寻“活化”的路径。如今，

走进径游老街，可看到不少老宅正在整

修，白墙黑瓦的风格已经显现，引入的“村

咖”“非遗馆”等新业态深受村民与游客好

评。

如今，乡亲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去年7月，浦阳镇全民艺术学堂在“谢径安”

正式落地。舞蹈、戏曲、花艺、美妆……丰

富多彩的课程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兴

趣爱好者的需求。

从资源碎片化到全域联动，从人口外

流到青年归巢，“谢径安”的蜕变为乡村振

兴写下三重注解：机制创新盘活“沉睡资

源”，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共治共享，破解

“谁来经营、如何分利”的难题；科创赋能打

通“产学研用”，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在田

间生根；文化复兴则重塑乡村精气神，让共

同富裕不止于“钱袋鼓”，更在于“精神富”。

□本报记者 高晓晓

进入仲夏，青田县方山乡的稻田里，稻

浪起伏，鱼群游弋。方山乡村民吴师傅认

真查看稻苗长势，时不时观察底下游动的

鱼儿。“一亩田能产 500 公斤稻谷，加上 50

多公斤田鱼，这稻鱼共生就是我们的‘金疙

瘩’。”他笑着说。

青田田鱼已“游”过千年岁月。今年是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20周年。这尾田鱼正是浙江农

业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缩影。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化的结晶

与载体。从万年前上山文化的驯化水稻，

到7000年前河姆渡的稻作文明……浙江农

耕文明在岁月长河中不断沉淀，绵延兴

盛。作为农遗大省，浙江是最早系统开展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省份。青田稻鱼

共生系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绍兴会稽山

古香榧群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同散落

的珍珠，串联起浙江农耕文明的千年脉

络。至今，我省有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5项，其中6项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7项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全

国首位。

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以前村里人人会

做鱼灯，但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青

田鱼灯非遗传承人林师傅的烦忧，折射出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如何破局？浙江从顶层设计搭建“四

梁八柱”，为农遗传承和保护建立“铜墙铁

壁”。2023年，浙江出台全国首个农遗类省

级政策《关于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2024年，将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写入《浙江省“千万工

程”条例》，并制定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资源普查标准，规范农遗资源认定、财政

扶持、保护评价等工作。《绍兴会稽山古香

榧群保护规定》《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

规定》等地方性法规也纷纷落地，丽水市把

6月5日定为“丽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日”，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不断健全。

当然，真正的传承是让农业文化遗产

“活”起来、“火”起来，既要守住“形”，更要

传好“魂”。

走进庆元县浙江鼎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的光伏控温大棚内，菇床上菌菇整齐排

列，智能中控系统实时调控着温湿度，有

800年历史的“砍花法”与数字化管理结合，

让菌菇产量曲线上扬。目前，庆元香菇年

交易额超26亿元，交易量占全国干菇生产

总量的20%以上。

“要融合生产环境精准质控、农产品溯

源管理等现代农业技术，打造一批具有鲜

明区域辨识度、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农遗良品’。”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除了科技赋能，各农遗地重点在文旅

上做文章。庆元建立全国首个以香菇为专

题的博物馆，让孩子们现场体验800多年前

原始制菇技术，聆听菇民戏传承人杨香珍

“500年的回响”，感受庆元“林—菇共育系

统”的历史内涵。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6 月

12 日，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学习会暨

警示教育会召开，

组织学习关于集中

整治违规吃喝等工

作部署要求，传达

学习全省警示教育

会精神，通报典型

案例。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通林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要

提高站位，深刻认

识警示教育重要

性。警示教育是学

习教育的重要环

节、是纪律建设的

重要抓手、是转变

作风的重要手段，

要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进一步增强纪律

意识和规矩意识，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从典型

案例中汲取教训，

促进党员干部转变

作风。

要警钟长鸣，

自觉筑牢遵规守纪

防线。要以案为

鉴，筑牢思想根基，

不断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要

以案为鉴，强化纪

律执行，持续推动

警示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坚持“当下

改”与“长久立”同

步落实。要以案为

鉴，淬炼过硬作风，

将学习教育与推动

高质量发展融合起

来，大力弘扬“六

干”作风，聚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

缩小“三大差距”这一中心任务，以学促干、以学

正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绩。

要突出重点，抓好违规吃喝和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专项整治，提高认识、保持警醒，开展自

查自纠，强化以案示警，做到立行立改，防微杜

渐。加强日常教育监督，紧盯重要节点，常态化

开展谈话提醒，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

敬畏。

要扛起责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

体推进学查改促，提升学的质量，加大查的力

度、拓展改的成效。坚持以上率下，厅党组坚决

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厅领导班子成员要严

格落实“一岗双责”，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标

看齐，知责担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

厅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

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参加会议。会前，组织线

上收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

任、一级巡视员何树宏作的《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题讲座。邀请

嘉兴南湖学院贾文胜校长作题为《解构家风

梦想启航——现代家风传承的理论思考》的专

题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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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农遗绽放新韵味

萧山“谢径安”描绘片区“共富图”

6 月 12 日，宁波

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欣

丰农场的智能大棚

里，立体栽培的“空中

西瓜”迎来丰收，工作

人员忙着采摘。该农

场采用立体无土栽

培，通过水肥一体设

备自动灌溉，不仅有

效提高“空中西瓜”的

品质，还带动了农业

观光和采摘游。

郑凯侠 摄

““空中西瓜空中西瓜””
喜丰收喜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