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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嘉兴平湖，处处是五彩斑
斓的胜景。每一处风景中，都活跃着
一群助农人的身影。近年来，平湖市
创新发展“新仓经验”，加快构建生产、
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用真情实意不断帮助农民打
开致富之门。

数字助农
农事服务一手掌握

每天，四川茂县供销社负责人何福
涛都会习惯性打开“茂农服”数字为农
平台，“巡视”各个种植基地和农户种植
的水果生长情况。“农场的光照、温度，
农产品的实时状态，一览无遗。”何福涛
说，自从有了“茂农服”，供销社对合作
基地农产品的管理更加精细了。

“茂农服”，源自浙江省供销社牵头
指导、平湖市试点打造为农服务数字应
用——“浙农服”。这个“一站式”助农
数字化应用，集农业产、供、销于一体，
力图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破解
农业生产服务供给难、供销对接难、金
融授信难等痛点难点，助力农民增收致

富。今年年初，“浙农服”捧回了 2021
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铜奖。

打开“浙农服”，找农资、找贷款、申
请补贴等涉农场景一应俱全。农户只
要点点手机，不仅能通过应用开展规模
种养殖，用数据分析来精确决策田间管
理等农事工作；还能轻松申请补贴、申
请贷款。据了解，为实现数据跑代替农
户跑，“浙农服”联合多个涉农部门，归
集打通粮补系统、智慧农资系统、地理
信息系统、乡镇公共财政信息管理系统
等 24 个数据接口，并通过再造审批流
程，将农业补贴发放从原来的 9 个流程
精简为3个。

据悉，截至目前，嘉兴已有5万余农
户享受到“浙农服”带来的便利。不仅
如此，在省供销社的牵头下，“浙农服”还
通过“一地创新，全省共享”的模式，在省
内外90多个县（市、区）复制推广。

品牌强农
跨山越海提质增效

车身上，“金平湖 源自耕耘真味”
的品牌标识，清爽而醒目；“欢迎您乘坐

‘金平湖’冠名的品牌列车⋯⋯”的语音
播报，带着乘客开启愉快的旅程。前不
久，一趟由“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冠名的高铁列车自上海虹桥站首
发。“我们希望通过这张专属的移动名
片，让‘金平湖’农产品品牌走得更远。”
平湖市供销社（农合联）有关负责人说。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品牌作为一
种标志，也承载着产品的品质与价值。
近年来，平湖深入实施“金平湖”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战略，通过构建品牌增值
增效体系，做大做强“金平湖”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
力。去年，平湖品牌农产品销售 5.5 亿
元，农产品溢价超10%。

好的品牌，离不开严格的品质与行
业标准。2019 年以来，平湖先后制定
出台《“金平湖”芦笋》《“金平湖”双孢蘑
菇》等 7 项“金平湖”农产品团体标准。
从包装标识，到检验贮存，均有细致要

求。平湖市供销社（农合联）有关负责
人说，团体标准的制定将为全程保障农
产品品质提供必要前提。截至目前，在
平湖范围，已获得“金平湖”品牌授权的
主体达32家。

品牌不囿于一地，生命力才能更
强。这些年，平湖通过山海协作、东西
部协作，不断让“金平湖”走出平湖县
域。在平湖与丽水松阳间，一趟趟“山
海快车”，让两地农产品互通流转；在浙
江青田以及新疆沙雅、四川茂县等地，
一个个“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授权基地先后挂牌启用。

三位一体
全产业链强村富民

眼 下 ，在 新 仓 镇 3500 亩 的 土 地
上，一个粮食全产业链项目正渐见成
效。高标准的农机数字共享中心、农

田管护的监测中心、人才强农中心、
数字化农田监测中心等正如火如荼
建设⋯⋯

“未来在这里，水稻从育秧到种植、
收割、加工，再到大米销售，都将实现数
字化管理。”该项目负责人说，作为浙江
农业“双强”十大重点突破试点，项目将
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平湖市供销社、
新仓供销社、新仓强村公司四方结合起
来，形成“公司+政府”“生产+监管”的
新型数字化服务模式，最终使村集体和
农户成为土地的受益者。

一粒米富裕一方百姓。该项目通
过整合土地资源、采用现代农业生产管
理技术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使村集体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
每亩每年增收 20%以上，村集体按照
项目分红年收益 10%以上。预计今年
年底可实现主营收入700万元，带动村
集体经济增收165.8万元。

强村富民不仅于此。今年，平湖还
创新设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联合
体，成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供销集体
企业和市国资公司共同出资的市级强
村公司，围绕实业投资、物业服务、农旅
开发、农产品销售等开展经营活动。目
前，已谋划投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长
三角农博汇（二期）等 7 个项目，总投资
约5.7亿元。

（图片由平湖市供销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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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茂县，农户正通过“茂农服”采集脆李溯源数据。

8 月 25 日，“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冠名高铁列车在上海虹桥站首发。

金平湖秋收前的稻田景象金平湖秋收前的稻田景象

近日，在临海市医保局，只见工作

人员轻点鼠标，浙江省医疗保障信息平

台便跳出单据疑点明细列表，各项违规

明细类型、费用日期、医保项目名称一

目了然。“平台会自动机选出违规项目，

定点医保机构的医保医师会同步收到

消息，上传申诉的材料，我们再逐一人

工复核。”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复核不

通过，将对违规的医保医师进行扣分处

理。”

医保医师是守护医保基金的第一

道关口。为加强医保医师管理，弘扬高

尚的医德医风，促进合理诊治、合理用

药，去年起，临海市医保局创新推出《临

海市医保医师积分管理实施细则》，对全

市3000多名医保医师进行赋分管理。

“临海医保医师一年实行 12 分制，

扣分达到 6—8 分的予以约谈，扣分达

到 9 分以上的暂停医保医师资格，此项

考核结果与医保好医师评选及医院职

称评定挂钩。”临海市医保局医保中心

副主任陈伟表示，通过积分管理，时时

刻刻督促医保医师当好基金“守门人”

的角色，牢牢把握手中的“笔”，为群众

减负担，为基金降负担。

自医保医师积分管理实施以来，共

扣分 1594 人次 1619 分，约谈 15 人次，

暂停医保医师资格 3 人。今年以来，智

能审核平台违规条数同比减少了 20%

左右，违规扣款同比下降了 15%左右，

医保医师违规现象明显改善。

在实施问责的同时，树好行业模

范，培育行业新风。去年，在临海市医

保局开展首届医保好医师评选活动，通

过层层筛选、公众点赞投票，最终 20 人

入围榜单，按照《医保医师积分管理实

施细则》，每人分别可以加 6 分。临床

一线工作 15 年的医保好医师陈妤便是

其一。

此前，在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

位来看病的老爷爷面露难色，主治医师

陈妤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老爷爷走了很

长的山路，坐公交车一路颠簸进城看

病，却没带够钱。她不假思索就从口袋

里掏出300元：“你拿去买药吧，剩下的

留作车费，下次来的时候再还给我。”

陈妤帮助过的病人不胜枚举，温和

的她虽然很替病人着想，但有时候也

“不近人情”，严格医保政策规定，严格

执行患者入院、出院标准，绝不允许患

者冒用他人医保卡检查或开药。对于

像陈妤这样的医保好医师，临海市医保

局为他们拍摄了主题宣传片，在该市

266 块流媒体上滚动播放，通过多种途

径宣传，掀起比、学、赶、超的热潮。

除了通过积分量化管理，临海市医

保局还搭建了医保医师全流程管理服

务平台。近日，临海市医保医师“e”积

分管理平台上线试运营，包含考试培

训、积分管理、信用监管、清风廉政四大

模块。

点击考试培训模块，近 1000 道题

目跃然眼前，涵盖医保政策法规、医保

协议规定、打击欺诈骗保知识等内容。

对新入职的医保医师以及在协议管理

过程中被暂停、注销医保医师资质的人

员，在恢复医保医师资质前，需学习培

训，参加考试合格后，才能恢复医保医

师资格。

日常工作中，医保医师可以通过平

台学习相关政策文件、视频资料，参加

考试合格后获得一定的加分。临海市

医保局还对打击欺诈骗保提供线索等

行为提供积分奖励与物质奖励。

此外，平台会实时亮出医保医师积

分，对相关医生及医疗机构信用进行排

名，并与医保基金的拨付及日常稽查相

挂钩。同时，平台还建立医保医师正负

面清单，通过对医保医师的正面弘扬以

及对违规医师的曝光，起到更好的引导

作用。

目前，临海市医疗行为逐步规范，

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治疗等情况也明显

减少，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增长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违规拒付金额和自查自纠扣

款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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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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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审核医保信息 （图片由临海市医保局提供）

午夜 12 点，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
“映山红”共富工坊的配送中心内，灯火
通明，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堆成小山，
20 多名打包工人正手脚麻利地筛选、
分拣。凌晨 4 点，这些货品准时出仓，
送往萧山各个学校。

这个 2000 多平方米的配送中心，
是戴村镇今年 9 月份新投用的。打包
工人大多是本地村民，配送的农副产品
不仅来自戴村镇的农户，还有萧山区周
边乡镇以及省内山区26县。

“映山红”是戴村镇党建引领乡村
共富的一个品牌。共富工坊，则是该品
牌下一个以产业赋能为核心，镇、村、企
三方共建共赢的红色经济体，它不仅带
火了乡村经济，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村企合作以“链”促“产”

工坊投用首月，就创下不菲“战
绩”：农副产品销售额近200万元，其中
山区26县的产品占到30多万元。

“开门红”并非偶然，从最初的品牌

创建到现在的共富工坊，“映山红”体系
在不断拓展，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今年 3 月，“映山红”乡村共富党建

联合体成立，最初是由戴村镇党委牵
头，联合当地农业企业——杭州映山
红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佛山、大

石盖等 5 个村的党组织进行共建，通过
整合各村的特色农产品，建立起“种、
购、销”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企
业指导农户科学种菜、增产提质，并通
过自身销售渠道以及直播带货、映季
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方式帮助农户销售
农产品。

联合体推动村企合作后，农户有了
新盼头。映山红公司不仅免费发放优
选种苗，还运用数字化手段对种植全过
程进行管理指导。等蔬菜成熟，农户也
不用骑着小三轮去集市售卖，只需打个
电话，公司就会上门来验货收菜。

短短半年，“映山红”已累计帮助农
户销售白茶、笋干、应季果蔬等各类特
色农产品 12860 斤，带动村民增收 186
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戴村镇酝酿着更大的
计划：让“映山红”从一朵两朵开到漫山
遍野，辐射范围更大，惠及农户更多。
共富工坊正是关键一招。眼下，戴村的

“映山红”模式正逐步推广到周边乡镇
和省内山区26县。

美丽资源借“友”出“圈”

上游供应端多方合作，下游销售端
借“友”出“圈”。

戴村镇一直致力于扩大“红色朋友
圈”，利用联合体资源优势，做大美丽经
济“蛋糕”。

今年 5 月，戴村“映山红”与上城区
望江街道“红云”联盟跨区域共建，开启
未来社区和美丽乡村的互助互促，利用
社区开放日、四点半课堂、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等活动载体，积极助推农产品销
售。同时，戴村镇还与中国邮政萧山分
公司共同打造“映山红”农产品展销专
线，以平台共用、渠道共建、客流共享的
方式深度合作。

除农副产品外，戴村镇还借助联合
体拓展农文旅业务。如利用佛山村红
色展馆、张家弄村智慧农创园等特色旅
游资源，向共建成员单位推荐红色研
学、农事体验等文旅项目，并优惠推广
云山峡谷漂流、云石滑翔伞、高空秋千

等户外运动项目，不断导入游客流量，
带动村民增收100余万元。

戴村镇的“映山红”，是萧山区抓党
建促共富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萧山
深入推进共富工坊建设，充分挖掘特色
产业优势，在全区打造遍地开花、各具
特色的工坊。目前，萧山区新建的品牌
带动式、产业赋能式、农旅融合式、共享
农场式共富工坊共计 30 余个，工坊工
作的村民人均月增收达到 2500 元以
上。

萧山戴村：“映山红”带火乡村经济 增收有了新盼头
陈 松 徐 瑞

““映山红映山红””助农直播助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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