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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前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因此，加强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生态、组织振兴
是走好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乡村现代化典范的平湖农开区

（广陈镇）五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关键在于始终走好新型农业发展、乡村
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共富三条路。

走好新型农业发展路，需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科技和人才力
量，结合当地特色，实现新型农业的产业化、科技化、生态化的发展。推动
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平湖农开区（广陈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立足于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实现了新型农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了浙江样板。

走好乡村生态建设路，需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平湖农开区（广陈镇）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核心，打造全省首个稻田退水“零直排”灌区，建成了省级森
林城镇和首批4A级景区镇，既解决了农业用水污染防治的难题，又恢复乡
村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走好乡村振兴共富路，需坚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
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农村共
同富裕的保证。平湖农开区（广陈镇）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振兴为
核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吸引年轻人返乡发展，五年来，实现了全镇
农民收入年均增速在9.5%以上。

走好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三条路，是一道全面性系统化的命题，
既需要统筹兼顾乡村多领域全方位的建设，又需要保证乡村振兴的可持
续性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走好乡村现代化三条路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教师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博士 宋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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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产融合”产业发展新路径，打造最前沿的“农业硅谷”。积聚活
力加快农创平台建设步伐，成为嘉兴首个全国农业产业强镇，成功创建省级
现代农业园区、首批省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新驱动实现
项目招引量质并举，围绕国际型、科技型、研发型、总部型、产业链服务型和
农旅融合型等产业方向，招引了国际植物新品种研究院、长三角优质草莓种
源研发中心、博创联动数字无人化种植示范农场等一大批科技农业项目。

探索“三生同步”价值转化新模式，打造最宜居的“生态花园”。擦亮绿色
的农业底色，稻田退水“零直排”模式朝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国样板的方向持
续发力，“氢光储充”一体化新型智慧能源站的建设实现了“植物工厂”的“负碳”
排放，智农生态水湾项目实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态消减控制和碳中和产业
模式。打造宜居的田园绿镇，“水下森林”生态修复工程让网红山塘村重现江南
水乡原生态水系景观风貌，高新村生态涵养项目为广陈塘饮用水备用水源保
护区保驾护航。

激活“文旅赋能”全民共富新动能，打造最韵味的“孟坚故里”。实现
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供给，将上世纪70年代粮管所改造成良仓小镇客厅，获
评首届浙江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建成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孟坚文化园、
盐溪公园等文化服务阵地，连续举办五届的“孟坚文化节”，在深挖地方文
化内涵的同时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加快高流量的旅游线路开发，将明
月山塘、美郁花园农场、龙萌湾民宿、蓝城春风江南小镇等景点串点成线，
有机整合农旅项目、古镇老街、人文民俗等资源，着力构建全域旅游新格
局，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创收，广陈镇也成功获评浙江省
首批4A级景区镇。

高质量发展的“广陈经验”
平湖农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广陈镇党委书记 李夏岚

广陈粮仓，始建
于上世纪90年代。

广陈粮仓文化公园，于2021年8月建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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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很短。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

五年又很长。在时间的年轮里，足够烙下它深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五年前的今天，平湖市广陈镇，这个地处在浙沪毗邻一隅的工业弱镇，有了新的名字——平湖农业

经济开发区（平湖农开区）。从此，沐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暖阳，他将根深深扎进现代农业的土壤中，

枝干向阳而生，向上而长。

你看，那一个个农业基地里，涌动着的，是创新的活力；

你看，那一汪汪碧水间，跳跃着的，是生命的悸动；

你看，那一幅幅笑脸中，升腾着的，是幸福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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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菜的进阶

翠绿的西兰花，艳丽的紫背天葵⋯⋯走进平湖
农开区的三菱植物工厂，技术主管姚元恒正身穿白
大褂，细致查看育苗箱里的蔬菜出苗情况。“只要12
天，这一茬就能出箱了。”说起自家的育苗箱，姚元
恒满是自豪：“一年，我一个人育一百万株苗，靠的
就是它！”

点点屏幕，从光照时长、浇水时长到温度高低，
所有影响植物生产的外界因素全部被“智能”控
制。先进的种植方式和管理理念，让这里的蔬菜不
再“传统”。据了解，相比传统育苗的一年3茬，植物
工厂的蔬菜一年能种 12 茬，每亩产量直接提高 6 到
8倍。同时，即摘即吃的高端品质，也让它畅行高端
市场，亩均产值提高了10到20倍。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结出的“果实”却大为不
同。行走在平湖农开区，每一处现代农业大棚里，
都藏着不同的惊喜。在绿迹数字农业生态工厂，种
植蔬菜用沙用水用气雾，不仅节本增效，蔬菜产量
与产值可达到一般大棚蔬菜的 8 倍；在中以鱼菜共
生系统示范园，养鱼不用换水，水质却清澈，种菜不
用施肥，却能正常成长⋯⋯

这嬗变缘起2017年。彼时，在农保率高达96%
的广陈镇，平湖成立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致力
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并迅速得以在嘉兴全市推
广。五年来，平湖农开区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
为发展的生命线，“主打科技牌、突出国际范、打造生
态圈”。截至目前，已引进产乡融合项目44个，总投
资超 47.06 亿元，并引进高层次人才 30 人。2021
年，平湖农开区农业增加值可比增长4.5%。

立足农业，心向未来。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和乡村振兴两个“风口”，眼下，平湖农开区正锚定
农业科技“新硅谷”、乡村振兴“新样板”的目标，笃
定前行。

一汪水的蝶变

暖阳西下，金黄的稻田绵延，扯出了一张铺天
盖地的金色梦。这个季节，走进平湖农开区龙兴村
赵家兜灌区，唯有田块间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

“绿”，能将你拉出梦来。寻绿入，一条条生态沟渠
中，水生植物青翠，水清浅见底。

“不仅稻子长得好，周边水环境也大大改善了。”
龙兴村村干部李峰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来巡上一回
田，看看稻穗，望望沟渠。他说，龙兴村拥有农田

4256 亩，一直以来，携带大量氮磷营养物质的稻田
退水，是村里落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拦路虎”。

赵家兜灌区约 1700 亩的稻田，首先迎来新
生。2019 年，以赵家兜为试点，平湖农开区启动
全省首个稻田退水“零直排”灌区的打造。高标
准的农田间，一条条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逐渐

“生长”。触角延伸到废弃的鱼塘，鱼塘的水“活”
了起来；根须蔓延到断头浜，浜里绽放出鲜艳的
花朵⋯⋯自实施以来，入河口氮磷指标平均下降
32.6%。2021 年，该模式走出龙兴村，在嘉兴全市
铺开。

水还是那汪水，颜色却更清澈、透亮了。山塘
村原是养猪大村，前些年，村里通过生猪退养、五水
共治，水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向绿而往，2018年，村
里以“半亩方塘”为核心，营造“水下森林”。虫控
藻，鱼食虫，一条自然的生态链慢慢恢复，曾经停滞
的水又“活”了起来。如今，“半亩方塘”成了网红打
卡地，本地百姓谁不道一声“赞”。

省级森林城镇，省首批 4A 级景区镇⋯⋯以绿
为墨，平湖农开区已泼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以“多增绿”促“多增收”，用“好生态”换“好生活”，
用“好风景”创“好前景”，平湖农开区步履不停。

一群人的致富

翻炒，颠勺，起锅。在山塘老街的钱程似锦农家
乐里，95 后小伙钱鑫的日子，每天都是热腾腾的。
作为山塘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几年前，他不顾爸妈的

反对，从上海辞职回家，开起了农家乐。“浙沪联合开
发景区的东风，让我不出远门，也能增收致富。”钱鑫
说，今年国庆，他的农家乐实现营业额5万元。

山塘老街很美，蜿蜒曲折。盘旋其中，每一个
角落里，你都能“听”到一段“浙沪一家亲”的动人故
事。2018年，老街两端的广陈镇“南山塘”与上海廊
下镇“北山塘”联手，打造明月山塘 3A 级景区。悄
然间，一个个村民摇身一变，成了农家乐大厨、民宿
老板、文创摄影人⋯⋯

不仅年轻人返乡，撸起袖子加油干，土生土长
的村民们也“趁势”，当起了上班族。“出家门口就到
公司，每个月还有三千元左右的工资，街坊邻居们
都干劲十足！”56 岁的徐元英“斗志昂扬”。徐元英
是地道的农民，四年前，还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拾
掇着8亩水稻田。如今，在绿迹数字农业生态工厂，
她脚不沾泥，扦插育苗。

人还是那群人，却有了不一样的精气神。眼
下，1000多名“徐元英们”活跃在平湖农开区的每个
基地项目上。在他们的收入记账单上，薪资、自家
土地流转的租金、强村项目的分红，似汩汩清流为
他们的幸福生活注入着希望与活力。

“这五年，全镇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保持在 9.5%
以上，村经常性收入是原来的 258%。”平湖农开区
农发办副主任杨燕萍说，眼下，平湖农开区正筹建
新乡邻民宿，提升景区村庄，还在村监察工作联络
站的全程参与监督下创办了村级经营公司⋯⋯未
来，这一个个的项目将带领全域百姓，走出一条更
宽广的致富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