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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数
字乡村”概念，数字中国的下一站就
是数字乡村。它既是乡村振兴的战
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
容。

在数字化改革浪潮中，婺城精彩
落笔——

全面落实“浙农”系列板块应用，
推动全区生产主体、农村承包经营户、
低收入农户“浙农码”应赋尽赋；

全面协同农村集体“三资”系统与
基层公权力系统，线上审批、闭环支
付、码上公开让集体资金管理漏洞无
所遁形；

开发市级试点应用“婺农补贴”，
实现规模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等“一次不用跑”；
开发建设省级试点应用“非法采

伐林木监管一件事”，力争实现森林资
源保护的动态监管；

开发建设省级试点应用“婺农优
牛”，打通养殖、防疫、调运、销售全
环节业务流和数据流，力争实现婺城
奶牛产业有效供给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

值得一提的是，婺城区还建成了
全省首个全区域覆盖的“农村人居
环境大数据平台”，打造出“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终端驾驶舱”，成功召开
2020 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现
场会。

据统计，自平台启用以来，实现

“全区信息一张图”，综合整改率也从
原先的不足 50%提升到 95.56%，截至
目前，平台已累计上传问题 207295
个，整改问题198090个。

数字赋能 改革创新力促“数智”先行数字赋能 改革创新力促“数智”先行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乡村发展
的动力之源。近年来，婺城区高度重
视乡村产业，结合区位条件、产业优
势、发展定位，在婺中平原发展丘陵粮
畜果蔬，在婺北山地丘陵发展粮蔬花
茶，在婺南水源涵养区发展粮林茶药，
稳步推进农业“双强”行动，建设省级
农事服务中心 2 个，农艺农机融合示
范试验基地 1 个，农业“标准地”模式
招引项目 187 个，水稻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90.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
更向往。”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乡村是重要阵地，婺城以清廉村居律
本、律人、律行、律风“四律”体系为基
础，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痛点”和

“堵点”。
“我们重点培育‘婺城拾珍’系列

产 业 ，特 别 是 箬 阳 龙 珍 和 金 佛 手 。
2020 年‘箬阳龙珍’获评农产品国家
地理标志，箬阳茶叶销售额从 1600 万
元增至 2300 万元，增幅 43%；村集体
收入从 279.25 万元增至 551 万元，增
幅 97.31%，成为婺城区箬阳乡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同时，我们专注
于佛手精深加工，形成种植-开发-生

产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推动价格从
2019 年的每斤 4 元，逐年提高到每斤
20多元，实现亩产值 5 万元、亩均收益
3 万元以上。”婺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婺城区以品牌建设为工
作抓手，推动乡村产业迭代升维，实现
农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迭代升级。

高质高效 产业兴旺同奔生活富美

近年来，婺城区在城乡融合发展谋划上通篇考虑，坚
持科学定位、一脉相承。

基础设施布局上，婺城打通连接公路风景线、水上风
景线、美丽乡村风景线“三线”，建成省级美丽河湖3条、美
丽乡村风景线9条，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

公共服务提升上，打造城乡教育共同体、医疗卫生
共同体，实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乡镇

（街道）基本覆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乡镇（街道）
全覆盖，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
97.6%。

发展活力激活上，持续实施强村富民集成
改革，累计实施“飞地”抱团项目 42 个、单建项
目 67 个，2021 年全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13
亿元，增幅达42.22%。

青山深处，“未来乡村”有幸福模样。
婺城区持续推动组团式、片区化发展，坚

持“一统三化九场景”理念，通过政府引导、资本
注入、乡贤回归、专家把脉、村民参与，谋划打造5

个以熊猫猪猪、燕语湖、望山隐庐等大项目带动的未
来乡村片区，力争实现城乡医疗、教育、交通、产业、文化

共建共享。
梦想铺纸，实干落笔。展望未来，婺城将保持奋进者

的姿态，激发创造性的活力，描绘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
会得到的美丽乡村幸福图景。

共建共享
城乡统筹增进百姓福祉

乡村之美，美在千姿百态。
行走在婺城大地，我们可以看到——竹马乡下张

家村如诗如画，处处皆美景；雅畈镇芳田村花团锦簇、
绿景怡人；安地镇喻斯村风景秀美、游人如织⋯⋯在
这里，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以绿色为底，生态宜居让美
丽乡村更加精彩。

近年来，婺城区在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推
动和美乡村建设共创共享、全域共美、重塑共促等方
面的系统迭代、整体升维，成功构建“区、镇、村”美丽
乡村三级规划体系，通过编制《婺城区新时代美丽乡
村风景线概念总体规划》《金华市婺城区美丽乡村升
级版战略规划（2021-2025年）》等，印发《婺城区深化

“ 千 万 工 程 ”建 设 新 时 代 和 美 乡 村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 年）》，促进乡村良性竞争、特色发展、错
位发展和联动发展。

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川常绿⋯⋯如今，这样的
生态美景正成为婺城大地上的一道道风景。婺城区
聚焦片区培育融合和全域环境整治提升两大抓手，建
成省级共同富裕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带 1 条、省级示
范乡镇 8 个、省级特色精品村 28 个、省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 19 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行政村覆盖率分别达到95%、96.1%，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99.96%。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作为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去年安地镇喻斯村

通过发展旅游为村集体增收近百万元，带动周边村民
就业2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1000余万元。

绿色崛起
环境整治刷新全域“颜值”

从南山北山竞秀、白沙婺水汇流的
婺文化，到千年宋韵谱古城、百世传承
绘民风的婺文明，兼容并包、百花齐放
的文化体系孕育了婺城区独特的魅力。

近年来，婺城区着力打造“浙里说
婺 婺风宋韵”文化品牌，挖掘特色非
遗文化，融合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化民
主法治建设，夯实四治融合基础，创成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2 个、省级民主
法治村62个、省级善治示范村138个、
省级及以上文明村和全国文明村 9

个，列入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项目重点村4个。

这里有古色古香的白墙青瓦，有
七家厅、汉灶古婺州窑遗址、徐氏宗祠
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婺剧、婺州窑、金华斗牛等国家级
和省级非遗代表性名录⋯⋯这里是婺
窑小镇——雅畈镇。

雅畈历史悠久，民风温文尔雅，婺
城因地制宜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
划，深耕“古”“联”“雅”“廉”四篇文章，

将雅畈镇打造成为省非遗主题小镇、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美丽
城镇省级样板。

“通过对古村落、古民居、古河道
等的整体保护，增加了小镇的历史厚
重感和百姓对小镇的认同归属感，实
现年均游客数量100万余人，带动农副
产品、特色小吃、婺窑产品等各类销售
额近 1000 万元，为全省文化富民建设
提供重要参考。”婺城区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说。

气象焕新 古韵新风重塑婺城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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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优胜区

※ 两获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考核优秀县

※ 三获“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优胜区”

※ 四夺全省“五水共治”大禹鼎（两次金鼎）

※ 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白沙溪·三十六堰”成功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

※ 南山获批建立全省面积最大省级自然保护区

※ 金华两头乌猪肉正式入选欧盟地理标志协定

保护名录

※ 好乐耕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入选首批省级现代化

农事服务中心创建名单

【领“婺”精彩202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来，漫

步在山野溪涧，目之所及，一个个景区

村庄点缀其间，处处涌动着活力与朝

气⋯⋯走进金华市婺城区，这里的乡

村不仅保留了古诗里自然淳朴的特

色，更是增添了独属于每个村落的时

代之美。

山水为卷，时光做笔。

近年来，金华市婺城区根据浙江

省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总体部署，以

深化“千万工程”、推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为牵引，围绕区委“一带七心”

战略，构建城乡融合紧密型发展圈，全

面展现内外兼修、神形兼备的大美格

局，奋力谱写浙中大花园建设的婺城

华美篇章。

特别是今年以来，婺城坚持“点上

出精品、线上皆风景、面上可示范”发

展思路，以争创“全省新时代美丽乡村

示范县”为抓手，深化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工作。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呼唤未来。

新征程上，婺城踔厉奋发，不断向更高

处迈进，谱写美丽乡村的崭新华章。

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

版式：吴云佳 专版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