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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多元改革创新 加速城乡同频共振

余杭区余杭街道探索余杭区余杭街道探索““禹上稻乡禹上稻乡””特色抱团模式特色抱团模式
应应 陶陶

从“稻”出发 扎根于田
八村抱团聚力发展

从苕溪上空俯瞰余杭区余杭街道，南拥南
湖，倚靠未来科技城，创新活力如日中天；北部
8个村，包揽了3万亩永久性基本农田。五月风
里，田间已飘起麦浪香，颗颗饱满的麦田一片
金黄，即将迎来丰收期。而这份丰收的喜悦，
惠及北部8村、71.8平方公里的家家户户。

强村又富民，余杭街道如何布局？“原先这
些村都面临着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村集体经济
增收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抱团发展、统
一管理，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才是出路。”余杭街
道主要负责人说，于是，街道依托涵盖8村及战
略合作单位等党组织在内的“聚耀禹航”党建
联盟，打出苕溪以北8村抱团聚力发展的“禹上
稻乡”模式。

抱团的前提，是整合。余杭街道创新土地
利用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规模流转机
制。也就是说，街道在充分保障农户利益的基
础上，综合土地质量、区域位置等因素对土地
评定等级，根据等级确定土地流转价格标准，
进行新的农田资源整合。

整合后的农田资源，就如同一片待开发
的“富矿”，如何高效用好资源、提升亩均收
益？余杭街道将农田资源推向农业企业、专
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种粮主体进
行集中种植。在街道牵头指导下，苕溪以北
8 个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入股，并引入职
业经理人进行统一运营。该负责人说：“八村
股份合作社组建联合体，共同出资统一谋划，
既提升整体实力又避免了内部竞争，土地收
入随流转单价提升不断增长，村集体每年福

利、分红等按比例提升，农民在家门口即可创
业致富，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村民获得感、
认同感提升了。”

不仅如此，余杭街道坚持以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禹上稻乡”。通过因地制宜编制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街道从农田灌溉设施、
田间道路、田间输配电设施和耕地质量提升等
方面改造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两年来，“禹
上稻乡”区域共实施农田改造 4000 亩，改造排
灌沟渠约20000米，整修机耕道路8000米。

与此同时，余杭街道积极对接校企合作，
为“禹上稻乡”区域亩均收益提升提供智力支
撑。近年来，余杭街道已与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大学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聘请浙江
大学吴殿星、张国平、张天真、陆建良教授团
队作为农学顾问，设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教学实
习基地，引进以“软香二号”为代表的高科技
改良品种推广种植。春耕期间，街道还积极深
化“三服务”，主动邀请余杭区农技推广中心
工作人员积极对接种粮大户，做好春播、育
苗 、施 肥 等 农 技 指 导 工 作 ，落 实 全 年 耕 种
计划。

截至 2021 年底，近 6000 户农户已签订协
议，流转耕地 2.7 万亩，实现产量提升 12%；亩
均收益从2000元提升到6000元。

以创为核 拓新求变
数字赋能现代农业

不同于其他乡村，“禹上稻乡”的万亩良田
不在深山，而是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核心
区域中。因此，以数字经济的创新思维突破传
统乡村振兴思路，是余杭街道始终努力的目
标。奔着这个目标，“禹上稻乡”无处不散发数
智化气息，从田间生产到农产品销售，再到文
旅项目。

刘松是位“85 后”，不是本村人的他，日日
以“禹上稻乡”为家。2019年，他通过余杭区农
村职业经理人的应聘，来到永安村担任农村职
业经理人。“一开始，我们只有 3 个人主要负责
村集体资源运营，短短几年后，团队已经扩大
到20余人，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跟随刘松的脚步，我们走进当季种植的
小麦地。远看是常见的农田模样，可近看便

能发现，田里安装着各类监测设施。“我们
农田的耕、种、收环节都已经实现了‘机

器换人’，还制定了全程机械化、标准
化、专业化的粮食种植、生产作业流
程。而使用这些监测设施，可以在粮

食 的 种 植 环 节 进 行 实 时 监 控 。”刘 松
说，不只是种植环节，“禹上稻乡”依托

“农安码”应用打造粮食质量监管的“指尖
农业”体系，记录着农产品从生产、加工、流

通、仓储到销售等全过程信息，确保粮食生产
质量安全可溯。

基于这样的数字农业种植体系，“禹上稻
乡”推出认养农业新模式——“认养一亩田”活
动。“我们开发了‘数字稻田认养’APP，游客不
仅能在线上完成农田短期租赁，还可以随时在
手机上远程查看农作物的种植长势。到了农
耕时节，游客还可走进田间，体验作物播种、育
苗、生长、收获全过程。”刘松说。

在“禹上稻乡”，想要体验乡村乐趣，不仅
仅有“认养一亩田”活动，还有以“稻”为主题的
系列研学活动。余杭街道通过设定四大研学
主题“稻享、稻乡、稻香、稻项”，分别向孩子们
开放乡村探索、智慧农业、自然教育、体育健康
等户外课堂，走进乡村、了解乡村。“除了电话
报名、小程序咨询，接下来游客朋友马上可以
通过‘浙里办’的‘禹上稻乡’服务专区预约研
学活动了，我们在‘禹上稻乡’的后台也会实时
跟进。”刘松说。

“稻梦空间”是余杭街道打造的数字乡村
应用场景，整合了农品优势、新锐品牌、产业空
间、公共服务、聚才政策等资源，为种粮大户、
落地企业、创客、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业
务流程到数据多跨协同，再到体制机制，都要
进行重塑与改革。”余杭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业
务上，“禹上稻乡”开始从传统农业向订单农业
演化，帮农促富的方式也从线下转成线上；业
态上，村民生产卖粮的单一经营方式也转向了
农文旅融合的产业业态；数据上，种粮大户数
据、经营数据、稻田实时数据等信息，让农业生
产与经营更科学。

有了数字赋能，电商资源、创意体验、高新
科技助农富农的新场景纷纷亮相，“禹上稻乡”
的农文旅产品也日趋丰富。近期，街道推出的

“出类八萃”产品礼包涵盖 8 村特色农产品，已

累计带动涉农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24 家
100 多万元的产品销售，获得客户一致好评。
2021 年，“禹上稻乡”接待游客 13 万人次，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 850 万元；村级集体经济逐年增
长，核心区块余杭区永安村从 2018 年的 56.85
万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315.19 万元，增幅达
454.4%。

二元同频 飞地联建
内外联动激发动能

经过近些年的建设发展，“禹上稻乡”区域
内的 8 村村级集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已积累
了一定的资金。但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因非
常滞洪区调整以及整体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
等客观因素，集体经济缺乏新的发展路径和
空间。

如何为村集体经济寻得增收新路径？余
杭街道将突破的眼光拓展至街道全域。“一条
苕溪将街道一分为二，以南发展数字经济，以
北发展传统农业。我们也一直寻找，改变城乡
二元割裂局面、加快区域间同频共振的方式。”
余杭街道主要负责人说，现在，街道从寻找苕
溪以北 8 村新的产业空间切入，推出“8+1”九
村联合村级留用地自主开发模式，探索以市场
化路径、实现区域性共富的目标。

“8+1”指的是，苕溪以北的 8 个村和苕溪
以南的沈家店社区。早年间，沈家店社区已取
得村级留用地农转用审批，拥有约38亩用地面
积的商业兼商务用地。但近年来，由于自主开
发资金不足、合作开发模式限制等因素，村级
留用地长期闲置。“如果将8村的资金投入到沈
家店社区的闲置空间，就可以同时盘活资金和
空间。”该负责人说。

目前，沈家店社区和苕溪以北 8 个村共同
成立联合公司，开始规范推进项目开发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将建成8万平方米综合体，房产
按照 30%产权归沈家店、其余 70%产权平均分
配给苕溪以北8个村的比例进行分割析产。按
此比例，每村可获得 1 亿元资产和每年 300 万
元的现金流收入。

“8+1”九村联合村级留用地自主开发模式
为“禹上稻乡”寻得外部的新发展路径，并以此
由外向内不断增加新收入。在此同时，“禹上
稻乡”也在通过内部空间提升优化，不断做强
内生动力。

今年初，余杭街道针对“禹上稻乡”区域内
的有限空间，精准定位设计，打造以稻香综合
体、稻香培训中心、大米加工中心、农业研学中
心为主的产业空间。其中，稻香综合体是最大
的新空间。如其名称，综合体将发挥游客中
心、接待中心、展示中心、创客中心等综合性配
套功能，成为集游客接待中心、农产品展销区、
未来乡村展馆、“禹上稻香”品牌展馆、稻米文
化展馆、众创中心、大米主题餐厅等于一体的
公共区域。

除了稻香综合体，其他新空间也将为研
学、农业生产等领域释放新动力。“乡村的土地
空间是有限的，我们要尽可能让有限的空间释
放更大的能量，为未来乡村的发展积蓄强大动
力。”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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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万亩永久性基本农田为着力点万亩永久性基本农田为着力点，，探索出一条融合大规模流转探索出一条融合大规模流转、、高标准农田示范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建设、、良种良法推广和数智化农田管理良种良法推广和数智化农田管理、“、“88++11””飞地抱团发展等做法的综合路径飞地抱团发展等做法的综合路径，，为共同富裕为共同富裕

路上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提供新思路路上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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