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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水新蝶变 乡村振兴丰收景

富阳：希望的田野迈向春天
李 睿 于 璇

冬日时节，杭州富阳，富春街道大青片区清爽干净的大棚

内，红彤彤的大青草莓仿佛一个个小红灯笼，挂在绿叶之下，令

人垂涎欲滴。

不远处的阳陂湖畔，130 亩籽粒饱满的高粱，红遍了山坡

地头，为冬日增添一抹温暖的红色。

再远些的五丰岛上，利用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技术培育出

的富阳特色“跑道鱼”已进入成熟期，即将为人们的餐桌再添一

道鲜美⋯⋯

秋去冬来，纵然寒风萧瑟，富春江畔仍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要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在“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富阳，农业农村事业发展迎来新的

机遇。近年来，富阳区农业农村局深入推进美丽乡村标杆点

（线）建设，大力促进乡村一二三产融合，以促进农业农村共同

富裕行动为契机，建设好美丽乡村、发展好美丽经济、进一步描

绘好农业农村领域的共富蓝图。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人口众
多的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牢牢守住十八
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

富春江畔，坐拥 14.22 万亩粮食

生产功能区的富阳，2022 年粮食播种
面积约达 23.01 万亩，全年粮食产量
达 10 万吨,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15.69
万亩。“在高温之年取得这样的硕果，
非常不容易。”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数据背后，是非粮化清理整

治的加法效应与农业“双强”的乘法效
应叠加，推动“稳产保供”落实落细。

2022 年，富阳压实“米袋子”“菜
篮子”责任制，坚决遏制耕地“非粮
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红线。

在富阳区银湖街道大地村，通过
非粮化清理整治，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901亩，稻谷产出总量50万公斤。

粮食安全红线守住了，还要考虑
土地效益最大化。大地村 900余亩水
稻亩产达 580 公斤，“其中 100 多亩中
国水稻研究所结对的水稻试验田项
目，超级稻亩产达到了800公斤，村里
很多 80 岁以上的老人都说没见过如
此高产的水稻。”大地村农业相关负责
人满脸喜悦地说。

近年来，浙江以“科技强农、机械
强农”为农业现代化的抓手，扎实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富阳依托农
业“双强”行动，加大智慧农机装备建
设，推广农业高新技术应用，同时深入
探索“科研院所+企业+基地”模式，开
展新技术、新机具、新农艺等的试验应

用，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得以全面提
高。

数字化技术更是如一剂催化剂，
为农业“双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富
阳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通过农
用无人机、动植物生长感知、环境温湿
度调控、病虫害监测等智能农机和物
联感知设备，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管理
体系，实现农业数字化、智能化、高效
化。

不久前，投资 15 亿元的富阳四维
数字农业产业园项目成功签约落地富
阳。该企业打造的数智植物工厂可以
突破天气、空间等要素限制，通过立体
化、数字化、自动化栽培，单位面积产
量将达到露地栽培的 40 倍以上，实现
蔬果周年均衡循环生产。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富春江北岸，东洲街道黄公望村，
600 多年前黄公望老先生隐居时不会
想到，这片林木葱郁的土地上，如今还
落户了爷爷的茶馆、漫画啤酒屋、元宇
宙实验室等多家新潮有趣的小店，让
人耳目一新。

富春江南岸，春江街道八一村，村
里的老旧公寓、闲置厂房、闲置土地

“摇身一变”成了富有活力的共享菜
园、共享中心、创客中心。村民通过手
机“数智富春山居图”小程序点一点，
即可实现“一键就医”“一键订餐”“一
键服务”⋯⋯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富阳人发
现，自家村除了变美变整洁，更变得
愈发现代，生活居住便利了不少。

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
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则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富阳深入推进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以标杆点村、数字乡村、
未来乡村三村融合共进的理念，推进
乡村迭代提升。

日前揭晓的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
村名单中，富阳春江街道八一村、新登
镇潘堰村、场口镇东梓关村三个村榜
上有名。截至目前，富阳已创建完成
省级未来乡村 4 个，杭州市级未来乡
村 9 个，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丽乡村
标杆点15个、标杆线2条。

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距离
进一步缩短，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如城里一样便利的各类服务。
在新登镇潘堰村，24 小时共享健康
小屋、医疗服务站点、乡村托育点、
室内儿童游乐场应有尽有，“一老一
小”幸福感倍增。一系列智能数字

医疗诊断设备更是为村民健康保驾
护航。尤其是患高血压高血糖等慢
性病的老年人，每天在村内就可以
自助完成血压、血糖、总胆固醇等测
量，通过阿里健康精灵实现在村内
与名医对话问诊，做到全村居民健
康档案的建立和疾病情况告警、药
物配送。

“网红村”场口镇东梓关村有了
“数智东梓”村庄治理综合管理平台，
村景融合治理与旅游服务一体化运
作，线上预约、线上报名，让村民更好
地融入“数字生活”。同时，以富阳骨
伤康养医院为核心，还形成了一条医
养文化展示、医养馆、医养产品、医养
民宿等医养产业链。

“我们正在以‘赶考人’的姿态，进
一步做优村庄环境、做活乡村产业、提
升乡村品质，探索打造一套最具富阳
辨识度的‘数智富春山居图’场景应
用，努力实现‘一乡村创新，全区域共
享’。”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

美丽乡村见未来

乡村振兴非一日之功，从美丽乡
村到未来乡村，归根到底是要强村富
民、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是重中之
重。

如何让乡村颜值变产值？近年
来，富阳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
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
价值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

做足特色产业，以政府、社会、市
场三方联动，唤醒沉睡资源。以“安
顶云雾茶”闻名的里山镇安顶村，便
做足了茶产业文章。

通过成立村庄经营公司，该村
统一流转 350 亩核心区块安顶茶
园，建成了集生态茶园管理、茶叶质
量追溯、技术研发、茶园产业带动安
顶山旅游发展为重点的智慧茶园平
台。

抓住常年云雾缭绕的自然优势，
安顶村又投入 100 多万元，打造了

“天空之境”网红打卡点，利用镜像形
成天人合一之效，茶乡唱起了“四季
歌”，游客纷至沓来。

无独有偶，“银杏之乡”万市镇杨
家村，植入“杏”福主题，以区域联盟
扩大品牌市场，拓宽银杏产业链，吸
引第三方运营公司入驻，实现三产融
合；“球拍之乡”上官乡四堡村则聚焦
球拍产业，开拓工业主题旅游，并形
成“球拍+文旅”特色游学体验场景
⋯⋯截至目前，富阳已培育村庄经营
公司33家。

乡村要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并不容易。富阳以党建引领，结
合产业基础，发挥人才优势，加强区
域联动发展，打造共富带、共富体，带
动全体人民奔向共同富裕。

如 洞 桥 镇 便 以 少 年 军 国 防 教
育营地为纽带，探索营地经济“共
富链+”创新模式，联动文村、贤德
村、三溪村、查口村等四个行政村
向 着“ 营 地 产 业 化、产 业 营 地 化 ”
方向发展，带动全村 200 余户农户

加 入 农 事 体 验 点 ，实 现 民 宿 、餐
饮、山货等 137 家市场主体共同发
展。

富阳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70 万元
以上的村(社)全覆盖，经营性收入 50
万 元 以 上 的 村 ( 社) 占 比 达 90% 以
上。“目前，富阳已打造第一批共富村
10个、共富带 3 条、共富体 1 个，接下
来还将打造第二批。”富阳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春来绿树吐荫，入夏船行柳梢，
金秋硕果压枝，瑞雪随风飘舞。

富春大地，正以欣欣向荣之姿，
阔步奔向希望的田野，迎接又一年的
春夏秋冬。

要颜值更要产值

春江街道八一村共享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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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富阳区农业农村局提供本版图片由富阳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场口稻田收割

富春江畔成片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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