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湖区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纳入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责任清

单，定期开展强村富民最佳实践案例、

致富带头人、示范村评选，调动村干部

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

是聚焦领雁带头。选派 45 名优秀机

关干部赴村担任“第一书记”，实现驻

村第一书记派驻全覆盖，指导解决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

题。开展村级“头雁领航”建设工程，

通过“双推、双选、双谈”机制，挖掘村

级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186名。二是

配强村级班子。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

心，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各司其职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和

村干部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观能动

性，实行绩效挂钩，鼓励村干部拓宽思

路，千方百计寻找发展空间。三是加

强关心关爱。全面落实对各建制村任

现职的村干部基本报酬实行财政转移

支付。落实优秀村（社区）书记退职后

享受镇（街道）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待

遇，实现村干部享受“五险一金”政策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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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激励，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2025年6月14日 星期六 6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论 坛

近年来，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大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打造依山傍水的人居胜境，坚持长效水体生态治理，挖掘自然生

态资源，将丁山湖沿湖村庄串联起来，组成湿地水韵风情共富带，实现乡村生态美、生活富。 周方玲 摄

徐淑芳在《经济日报》上撰文

说，智慧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发

展的趋势，通过利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装

备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

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是新质

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我国智慧农业发展

势头强劲，成绩和亮点颇多。数

据显示，我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

由 2017 年的 387.74 亿元增长至

2024年的1000亿元左右，年复合

增长率约15%。中央和地方不断

推出加快和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

政策举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发展智慧农业。同时，鼓励有条

件的省份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

平台。

不过，我国农业长期以小农

户分散经营为主，信息化基础设

施薄弱、农业数据质量不高、智能

技术普及率较低等问题仍然存

在。进一步释放我国智慧农业潜

力，要统筹施策。

完善智慧农业支撑体系。强

化智慧农业政策顶层设计，依托

现有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四梁

八柱”政策框架，优化战略定位与

目标任务，细化配套政策体系，如

强化农业产业融合、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对智

慧农业的倾斜力度，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推广应用，对智慧农业技术研发企业实施税

费减免等，以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支持合

力。持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国家财政投入

为引导，统筹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资

源，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信贷支持，构建

多元化智慧农业投融资生态。强化人才保障，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调整学科结构开设智慧农

业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梯度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体系和终身培训机制，培育适应智慧农业

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新农人”。

夯实智慧农业数据底座。深化农业农村数

据资源整合，在分类推进智慧水利、交通、电网、

冷链物流等新基建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农业

数据采集传输标准，拓宽遥感、物联网、互联网

等多元数据采集渠道，完善数据采集、加工、管

理、流动、应用全链条管理制度。加快构建跨层

级跨业务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嵌入智能分

析与动态风险评估模型，把细碎分散的农业小

数据汇聚为系统性、实时性大数据，以数据破解

行业痛点、提升生产效益。比如，宁波市海曙区

章水镇李家坑村村民以手机为“新农具”、数据

为“新农资”，无需下田即可通过“田间智慧农业

系统”智能调节灌溉量与施肥比例，极大提升了

农业作业精度和效率。健全数据互通共享机制

与交易管理制度，培育数据交易市场，促进数据

流通共享与协同开发。借鉴浙江“乡村大脑”平

台的构建模式，从源头上统一数据格式、语言体

系等，打通“数据孤岛”，为省市县三级提供统

一、权威、标准化的数据服务支撑。

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农业发展路径。发展智

慧农业需立足我国地域广袤、气候资源多样、农

业品类丰富的国情，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在南

方山区丘陵地区，针对土地零碎化特点，智慧农

业则侧重小面积农田精细化管理，推广适配山

地的小型智能农机，并通过物联网、区块链技术

实现分地块精准管控，提高农产品品质。探索

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大力培育各类农

业服务组织，借助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把先进

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高效引

入农业领域，提升智慧农业的资源要素配置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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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夏汉民

近年来，嘉兴市南湖区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导向，创新机制、统筹资源、分村施

策、示范带动，有效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2024年，南湖区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8亿元，较上

年增长5.6%，经营性收入8967.09万元，较上年增长11.26%。村均总收入408.59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

203.22万元，分别较上年增长5.26%和11.17%。

抱团发展，激活集体经济发展“主引擎”

针对村与村之间资源禀赋差距

大，发展基础不平衡的现状，大力推

进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经营模式，

通过“飞地抱团”“村村联合”等协作

方式，强化资源要素整合，实现强村

富民。全区累计实施 3 个区级抱团

项目、4 个镇域抱团项目，每年实现

分红 2740 万元，村年均增收 60 余万

元。一是充分整合资源要素。通过政

府统一划拨或者经济相对薄弱村集

体土地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集

中“腾挪”到优势区域，联合发展产业

型、规模型、集聚型强村项目，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统筹、均衡发展。二是充

分凝聚工作合力。区级层面成立强

村富民协调小组，对抱团项目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审批、统一建设，最大限

度整合区级各部门政策资源，提升项

目建设审批效率，加快项目开展进度，

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收益、早

分红。三是充分保障招商引资。抱

团项目由所在镇国资公司统一运营管

理，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定位，开展针对

性招商，推进实体经济“二次创业”和

产业转型升级留出发展空间，并在招

商引资、项目落户政策上给予优惠和

倾斜。

南湖区鼓励村集体丰富发展业

态，实现多条腿走路。共富冷库、共

富大棚、共富公寓等一批“共富体”项

目应声而起。同时引导本地农户以多

种形式参与“共富体”建设，实现共建

共享示范带动。全区总投资 1200 余

万元，累计打造各类“共富体”项目 6

个，强村公司 10 家，带动本地农户参

与入股74户，村集体和农户每年可获

得 10%左右的分红。一是产业促共

富。支持村集体把握市场需求，因地

制宜谋划布局特色产业，促进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深度融合。鼓励村

集体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设施农

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农产品加工

业等新业态，延长产业链。二是服务

促共富。鼓励村集体参与农业生产

托管、仓储物流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化服务运营能

力，探索“村企抱团”“镇域统筹”“农

资联盟”等运营模式。三是文旅促共

富。支持村集体利用人文景观、民俗

文化等资源，培育“文化+”“体育+”

等特色农文旅品牌，打造“一镇一节

一IP”。充分发掘桃花节、葡萄节、汉

塘文化节等本地特色节庆活动，发展

节日经济、赛事经济。四是公司促共

富。实施强村公司培育计划，支持村

集体组建强村公司，开展市场化经

营，鼓励强村公司参与物业服务、农

旅开发、房产租赁等风险小、收益稳

定的项目，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来

源。

多元发展，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

改革创新，推动农村闲置资源“再生金”

南湖区探索多元模式激活农村

闲置资源要素，走出一条利用农村闲

置资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

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13.32万亩，盘活

闲置资源 973 宗，带动村集体经济增

收100余万元，带动农民增收1700 余

万元。一是推动闲置资源盘活利

用。鼓励村集体通过统一租赁、农户

入股等方式集中整合本村闲置资源，

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

等方式，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体验、康

养服务等乡村新业态。二是完善土

地承包和流转管理。有序引导各镇

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村土地流

转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土地承包户的

合法权益。三是探索有偿退出机

制。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退出后土地通过集中土地整理、土地

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

利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