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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武原街道：唱响共同富裕“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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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海盐县委、县政府召开2022年全县一季

度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会，武原街道顺利夺得一季度

“流动红旗”第一名的好成绩。

潮起长三角，新风遍武原。武原街道是展现海盐

社会经济发展的“窗口”，也是海盐县域经济发展的

“风向标”。5 年来，武原街道地区生产总值保持 7%

以上的高位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率达 24.5%，为海

盐县之首。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农业效益相对较低

的双重压力下，武原街道为何还要守住农业并做强农

业？这来源于武原街道对农业“高看一眼”的独特目

光。

今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

意见》明确提出：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推动

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集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为有效

服务“三农”、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看待农业不能只看经济价值，更要看到社会价

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海盐县武原街道党委书记

李全发说。

为此，武原街道发挥长三角中心的地域优势，通

过引进中化 MAP 海盐项目、稻虾米产业数字化项目

等，着力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进一步打响武原

特色的农业产品品牌。

李全发认为，在共同富裕大场景下的乡村振兴，

必须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激

发农民作为农村生产者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城乡深度融合、全民共同富裕的

长远目标。

为此，武原街道积极培育壮大现代农业园区、家

庭农场、青年农创客等新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大力

发展农旅融合产业，成立“强村公司”增加村集体收

入，2021 年，武原街道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至

1.61，位居全省镇（街道）前列。

答卷：武原街道聚焦乡村振兴“人
才”这一关键问题，积极培育壮大现代农
业园区、家庭农场、青年农创客等新兴现
代农业经营主体，就近吸纳和引导农民
变身农业“产业工人”，让农民忙起来。

在许多村庄受“空心化”“老龄化”
困扰时，在武原街道，这里有一个金星
村，村里却能看到许多“80后”“90后”的
身影。他们当起了民宿老板、做起了陶
艺老师，或化身主播、农场主，乡村生活
对他们来说有滋有味。

1990年出生的林晓，毕业于南京邮
电大学移动通信工程，在职业上升期选
择回乡创业，于2020年在金星村流转土
地 10 多亩，种植花卉、直播带货。花园
里，除了育植大棚和各种花境小品，还
设置了露营草坪等空间，吸引游客前来
露营、喝茶、买花。

“乡村振兴，最关键的是‘人’的问
题。其中，农民毫无疑问是乡村振兴的
主体。但是一些传统农民的技术水平
和思维方式都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他们需要领路人，有技术、有想法的年
轻‘农创客’就是乡村振兴的‘火种’。”
海盐县武原街道党委书记李全发说。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人才
来书写。在武原街道，吸引年轻“农创客”和
乡贤、“新乡贤”等来到乡村，带来了人才回
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的“聚合效应”。

在华星村，作为“绿色富农，盐邑稻
虾”党建联盟的主要负责人、华星农场
的党员农场主许玉君是当之无愧的“大
户”。他向村里承包了 1100 亩土地，每
亩每年给流转户665元。华星村共有耕
地面积6300多亩，土地流转5100多亩，
八成以上由种粮大户经营，农户光流转

土地的收入就达到310万元左右。许玉
君还尝试“稻虾综合种养”的养殖方式，
亩均利润最高能达到4000元。

在红益村，这里的“大头菜”远近闻
名。今年 60 岁的蒋关良一直致力于大
头菜的种植与传承。他在担任海盐县
红益大头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期间，先
后引进了“天旺”“大曲”“惠尔斯”蔬菜
加工厂，提高海盐大头菜产品档次和知
名度，带动 300 多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
2.5万元，使传统产业变身效益产业。

此外，还有子承父业的全良农场农创
客许超杰、打造体感式牧场的储鲁轩⋯⋯
农创客们的到来，不仅改变着农村传统的
生产方式，带动农民跟养跟种，也让更多
农民享受到一二三产融合带来的利润，让
当地农民变身农业“产业工人”，走上增收
致富的道路。

城市化让农民化身工人进城，农村生产者后继乏人，如何
破解“空心村”等现象？

答卷：武原街道坚持以党建为统
领，由街道牵头，引导各村、合作社等投
资入股成立“强村公司”，扩大“第六产
业”的综合效应，让农村富起来。

如何把美丽风景转化为“真金白
银”，是乡村振兴的必答题。

武原街道的金星村文化底蕴深厚、
环境优美，孕育了清代状元朱昌颐、文
史大家朱希祖、当代画家朱乃正等文化
名人。近年来，金星村积极培育农旅融
合新模式，吸引了“卷小冉的花园”“唯
鼎庄园”等优质项目入驻。

“我们特别注重以项目带人气，留
住了人就等于留住了‘美丽经济’。”金
星村党委书记许晓文说，去年，金星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24 万元，比上一年
增长了55.8%。

当下的乡村振兴，迫切需要通过农
业穿针引线，推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

与羊驼亲密接触、骑上矮马一起奔
驰，最近刚试营业的造梦体感式牧场
里，羊驼、梅花鹿、小香猪等动物已准备
就绪。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200 万
元，是武原街道重点打造的农旅融合项
目，主要建设农地草坪、网红景点、萌宠
乐园等，将打造成为该街道的农旅“IP”。

“除了项目和人，村集体经济主体
如合作社、强村公司等是村集体和农民
共同富裕的资金池，是农民富裕的‘希
望银行’。”李全发说。

据嘉兴市、海盐县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工作目标，至2025年底全部行政村经常
性收入达到 200万元、经营性收入达到 80
万元。围绕这一目标，武原街道结合海盐

县党群创业“共富十法”，整合各方党组织
资源，以党建统领、共建共享的总体思路，
在全县率先探索“公司+美丽乡村”旅游开
发新模式，成立海盐县金兴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引进沁沐云仓民宿开发项目、希芙共
享智慧田园等项目，总投资约2325万元。

同时，由街道牵头，引导各村、合作
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入股成立了嘉
兴欣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嘉兴鼎创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达
1100万元，鼓励强村公司切实为各村集
体经济拓宽收入渠道。

截至目前，武原街道下辖 9 个行政村
2021 年已全部达到经常性收入 150 万元
以上。通过和浙报光荣浙商智库的战略合
作，做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文章，现代化农
业产业体系将为武原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农业农村是共同富裕的短板，也是潜力所在，如何补上短
板，实现“扩中”“提低”的目标？

专家点评——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带，承

担着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使命。

武原街道地处沪、杭、苏、甬四大城市
区位中心，拥有广阔的长三角市场，特殊
的地缘经济空间和地缘位置使得武原在
高端安全品牌农产品需求挖掘上有很大
空间。这就决定了武原街道主要瞄准中
高端市场，服务高品质生活，向“微笑曲
线”两端延伸。

目前，武原街道以水稻、小麦、葡萄、蔬
菜、水产等传统产业为主，农产品精深加工
和综合利用不足，农旅融合发展水平不
够。接下来，应在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
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的基础上，大力发
展集农业、采摘、观光为一体的农旅融合产
业，形成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特色农旅融
合基地，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
品”转变，由卖“风景”到卖“体验”转变，千
方百计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建立多元分
层的综合农业发展体系，通过推进农业经
济系统、旅游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联接与
耦合来实现数字时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
园，乡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共同
富裕也就具备了坚实的根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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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忙起来，让农村富起来，让农业强起来”，秉持这样的初心，海盐武原街道正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间，寻找
最佳的契合点，描摹一幅“脚下有土地，周边有市场，农民有希望”的乡村新景象。

引华农业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

答卷：武原坚持补链、延链、强链相
结合，利用数字化打造农业物联网，构建
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响武原特
色的农业品牌，让农业强起来。

虾在稻田游，稻在虾田长，“稻虾综
合种养”提升亩均效益；搭建农业物联
网，从“种”到“销”全流程实现可视化、数
字化；“盐邑龙虾米”品牌再提升⋯⋯打
开武原街道的农业版图，可以看到一个
工业强镇（街道）的农业雄心。

去年 3 月，全省首个粮作中化农业
MAP项目——中化现代农业MAP项目
落户武原的西郊农业产业园。该项目将
通过开发应用智慧农业系统，推动农业
生产从标准化到精准化再到智慧化，提
升“海盐大米”品质和美誉度，带动广大
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我们的农业服务是带着农户干，种
给农户看，最终实现农户种出好品质，卖
出好价钱。”中化现代农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主要加强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的结合，构建“从种到销”的系
统化粮食生产体系，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专家指出，像这样的龙头企业，来一
个就能带起一个农业细分产业。

今年4月，武原街道与浙江众农联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海盐县武原
街道稻虾米产业数字化与盐邑龙虾米品
牌提升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利用众农联
在农发城市厨房、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
优势，通过实施农业物联网建设，将订单
化种植管理、溯源体系建设、仓储物流跟
踪、体验式营销服务等通过数字化连接，
提升“盐邑龙虾米”品牌知名度。

“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打通农业的
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从田头到
餐桌的全链条增值。把产业链留在街
道，把价值链收益留给农民。”李全发表
示，通过打造3.7平方公里的西郊农业产
业园，武原街道正在构建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如今在武原，5G、大数据、物联网、智

能决策⋯⋯系列项目带来的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与武原好似“金风玉露一相逢”，
正深刻改变着农业发展的理念和气质。

武原街道将持续通过补链、延链、强
链，发展“第六产业”，开启现代农业与工
业同频共振，城市与乡村无缝衔接的精
彩篇章。

如何破解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农产品价值不高的现状，
抢占“微笑曲线”的两端？

华星农场稻田龙虾养殖基地收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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