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怡

沿着蜿蜒流淌的香年溪前行，古朴的

石拱桥横跨碧波，粉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

致，临海市江南街道岙底罗村的青石板路

上，游人络绎不绝，咖啡馆内飘出阵阵醇

香，手作工坊里传来欢声笑语……以前，这

里曾因乡村 “空心化”、产业匮乏，一度

陷入发展困境。如今，沿着香年溪串联6

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成功打造的“江南

・溪望谷”，让这里成为“共富样板”。

2022年5月，江南街道践行“片区带

全域、组团促共赢”的发展思路，大胆探

索创新，构建起“政府引领+国资投资+企

业运营+联村入股+四金富民”的共富模

式，正式开启“江南・溪望谷”的建设之

路。通过党建联建，将6个村庄抱团在一

起，并与设计团队深度合作，从品牌塑

造、场景设计到文化赋能，深入挖掘当地

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精心打磨农文旅

IP，不断延伸产业链，让游客不仅“玩得开

心”，还“买得舒心”。该共富模式，既有

效解决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难题，又让村

民共享发展成果。

现在，漫步在“江南・溪望谷”，处处

能感受到蓬勃的发展活力。曾经缺产业

的困境已不复存在，成为了新业态的集

聚地。溪山咖啡、手工陶艺坊、特色民宿

等23个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建成，各个村

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业态互补

的良好格局——岙底罗村依托古村落特

色，打造文化体验区；下湾村凭借优越的

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休闲项目……

数据显示，自 2023 年 9 月试营业以

来，“江南・溪望谷”已吸引超100万游客

慕名而来。许多在外漂泊的年轻人看到

家乡发展机遇，相继返乡创业就业。

“以前村里冷冷清清，现在每天都很

热闹，我也能在家门口赚钱了。”返乡创

业的村民王女士感慨道，她开的特色小

吃店生意火爆，收入比在外打工时还高。

青年入乡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创新

与兴旺。在“江南・溪望谷”，春有花海

节，漫山遍野的鲜花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夏有纳凉音乐节，悠扬的歌声在山谷中

回荡；秋有丰收体验季，游客可以参与采

摘、制作农产品；冬有民俗文化展，传统

手工艺和民俗表演让人大饱眼福。

“江南・溪望谷”运营近两年来，沿

溪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100万元，平

均增长幅度超300%。景区的发展还创造

了500余个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四金”富民模式更是让村

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土地租金、务

工薪金、入股股金、经营酬金，每一笔收

入都实实在在地装进了村民的口袋。

春山可望，“溪望”可期。“‘江南・溪

望谷’将继续用好‘千万工程’这把‘金钥

匙’，持续推动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

生活有机融合，助力缩小‘三大差距’，在

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勇前

行。”临海市江南街道办事处主任戴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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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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下午，省农业农村厅召

开厅务会议暨半年度

务虚会。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通林在会上强调，要

围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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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狠抓落实”要求，开拓

创新、接续奋斗，确保

夺取“全年胜”。

会议指出，今年以

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深入贯彻落实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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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策部署，实干担

当、拼搏奋进，推动各

项重点工作开局破题、

高台起势。

会议强调，“369”

行动是浙江“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是农业农

村领域承接缩小“三大

差距”工作的主载体。

我们既要立足主责主

业，运用好“369”行动

的方法、路径、举措，履

行好“三农”发展的职

责；也要提高站位，一

体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全面承接好缩小

“三大差距”的重大任

务，紧扣缩小“三大差

距”的方向、原则和部

署，一以贯之纵深推进

“369”行动，以“三农”

的“稳”“进”“立”为缩

小“三大差距”多作贡

献。

会议要求，要全力

建设“一省三区”，争当

乡村振兴排头兵。围

绕部省共建乡村振兴

示范省、丘陵山区小型

农机发展先导区、数字

乡村引领区、智慧农业

引领区“一省三区”建

设，紧盯目标任务，扛

起责任担当，奋力拉起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

“上扬线”。要全力夺取粮食生产“十连增”、纵深推进

“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全域建设和美乡村、大

力发展乡村片区组团，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浙江样板。

要对标落实“七个新突破”，争当城乡融合先行

者。要聚焦在城乡规划布局一体融合、城乡产业体系

建设、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城乡文化繁荣

和文明建设上取得新突破的要求，建强发展轴，以轴聚

合、聚势、聚力，将其作为打开城乡融合发展通道的关

键抓手；加快青年入乡，以产业融通、政策融汇、服务融

合引才聚才，强化“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优化结

对帮扶，重点做好山区海岛县、“小镇小村”、低收入农

户的集成精准帮扶。

要系统推进“三改贯通”，争当农村改革探路者。

要贯通推进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缩小“三大差距”

重点改革和农业农村“1510”改革落地见效。要抓好试

点探索、强化重点突破、打造亮点经验，加快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体制机制标志性成果。要高

效打好保障组合拳，协同联动强统筹、全力以赴抓项

目、守牢底线保安全、夯基固本强队伍，全面统筹各方

力量、各项政策、各类要素，转化为“三农”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周文佳

日前，全省智慧农业引领区建设现

场推进会在江山市举行，明确了浙江未

来5年智慧农业引领区建设的“作战图”

“任务书”。在会上，“AI+农业”成为一个

热词。发展“AI+农业”，浙江先天优势在

哪里？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不断升级，

“AI+农业”将迎来哪些机遇和挑战？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走访。

先行先试 探索示范
从 2003 年启动“数字浙江”建设，到

2024年获批建设全国首个智慧农业引领

区，20多年来，浙江始终将发展智慧农业

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正如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所言：“浙

江作为数字经济先行地，有责任也有条

件先行先试，为全国智慧农业发展率先

探索、作出示范。”

浙江发展“AI+农业”有什么优势？

省农业农村厅数字“三农”专班相关负责

人表示：一方面，浙江数字经济发达，拥

有一批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

企业和科研机构，能为“AI+农业”的发展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另一

方面，浙江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化程

度高，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强，为

“AI+农业”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

发展智慧农业，需要“软硬兼施”。

“硬件”上，浙江进一步畅通智慧农业发

展的通信“大动脉”，织密物联“感知网”，

推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

改造，因地制宜部署物联设备，形成点状

监测、线状追踪、面域覆盖的立体化数据

采集网络。“软件”上，加大财政投入，强

化项目支撑，优化政策服务。“我们面向

不同类型的主体，推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让参与者真正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

益，从而自发、持续地投入和应用智慧农

业技术。同时，专设人才项目跑道，引育

数字系统应用开发、智能农机应用、电子

商务运营等紧缺人才。”省农业农村厅数

字“三农”专班相关负责人说。

这些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深入

实施智慧农业“百千工程”，积极推进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信息

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探索应用，取得

良好成效。以省市县三级贯通的“浙农

码”为例，现已接入24个省级应用、102个

地方应用，汇集372项涉农服务，累计赋

码用码量超7.1亿次。

AI发力 质效双增
入库42240瓶，库内温度14.5℃……

走进浙江君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菇

房，控制系统屏幕正实时更新着各项数

据。该公司负责人姜莉勇告诉记者，菇

房采用11层床架立体栽培，日产量可达

65吨，从种植到出菇一般只需48天，而且

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生产。“我们通过构

建‘数字农场智慧平台’，实时监测调控

金针菇生产环境温度、湿度、光照、风速

等参数。同时，自主研发脉冲搅拌智能

加水系统、低温抑菌精准控温算法、金针

菇优质高效生长模型等，实现金针菇从

育种到采收全程自动化、精准化、智慧

化，生产效率提升20倍，成本降低10%左

右。”姜莉勇说。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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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农业”，“浙”里田园更智慧

联村入股 “四金”富民

“江南・溪望谷”探寻共富新途径

7 月 1 日，桐庐县

富春江镇象山桥村党

员干部在采收三叶青

茎叶，待加工晾晒后销

售。去年以来，该村依

托山地优势，积极对接

杭州市农科院，因地制

宜发展林下经济，种植

三叶青、白术、黄精等

中草药，将林下“空闲

地”变成“致富地”。

徐军勇 摄

林 下 经 济林 下 经 济
““点绿成金点绿成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