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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5个毗邻镇组建跨省市强村公司推动乡村振兴

沪浙“田园五镇”，自由恋爱终成“姻缘”
本报记者 肖淙文 肖 未 平湖市委报道组 刘维佳 陆浩强

长三角5个毗邻镇组建跨省市强村公司推动乡村振兴

沪浙“田园五镇”，自由恋爱终成“姻缘”
本报记者 肖淙文 肖 未 平湖市委报道组 刘维佳 陆浩强

在浙江平湖的新仓镇问：“去上海怎么走方
便？”当地人多半会指向村道边的公交车站。金
黄的油菜花田旁，绿色车体的310路公交车驶
向上海金山方向。这趟跨省公交曾因疫情中
断，又在今春重启，再次串起两地烟火往来。

从浙江平湖到上海金山，310路的“跨界
点”，正是 2019 年 10 月浙沪边界农村公路
上最后一根路桩拔除的地方。3 年多过去，
跨越省界的毗邻乡镇，又一次迎来共融的历
史性时刻：今年 3 月，平湖市广陈镇、新仓
镇和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组
成的“田园五镇”，联合组建跨省市强村公
司——浙江鑫平田园合作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鑫平公司”）。浙沪交界处，这片总
计 255 平方公里的区域，合力打造跨区域合
作共赢新空间。

交界地带的村镇，是怎样从民间“走亲”上
升为官方区域协作的？能否进一步破除体制
机制壁垒，让合作成果真正落地并持续造血？
记者行走浙沪边界，看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

“自由恋爱”的毗邻乡镇，如何“开花结果”。

浙沪交界处的山塘村里，“一桥两山塘”
的佳话流传至今。山塘桥桥北，连着上海金
山区廊下镇山塘村，俗称北山塘；南边，连着
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又名南山塘。“山塘桥
下水东流，渔火江枫几度秋。宛似姑苏城外
路，烟波十里荡轻舟。”民国的《盐溪竹枝词》，
描述了山塘河两岸同名村的繁华胜景。

南山塘村村民陆爱红不懂诗，这座桥在
她生活中扮演着更接地气的角色。清晨，跨
过桥去，北山塘的集市上有最新鲜的蔬菜糕
饼，摆摊的姑姐姨婆中，有村里嫁过去的幼
时玩伴。成家后，丈夫到上海打工，桥那头
便又多了牵挂。2018 年，听说南北山塘要
合作搞旅游开发，丈夫辞了工作，回家开起
私厨馆。如今，店里生意红火，食客多是桥
对面的上海人。

边界线上的一座桥，串起两个村。不
分彼此的民间交情，又带动了镇级的交流
结对。4 年前，这一区域性的共同体再次扩
员——2019年3月25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
镇、吕巷镇、张堰镇与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
新仓镇“抱团建群”，五镇共同签署《长三角

“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五镇联盟共建协
议》，长三角“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
正式启动。

“田园五镇”的发展定位各有特色，有天
然契合度。专注三农和乡村振兴的共同底
色，成了五镇“田园”之名的由来。

打开一张“五色田园图”：上海金山区廊
下镇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桥之隔的
浙江平湖广陈镇成立了浙江省首个农业经济
开发区；平湖新仓镇的“新仓经验”传承至今，
已建立了成熟的“三位一体”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最北端，吕巷镇的“三个百里”勾画出区
域农旅发展的未来图景，再加上最东部的文
教名镇张堰，农、旅、文、工等发展元素齐备。

“我们‘田园五镇’属于自由恋爱，没有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4 年过去，金山区廊下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李芳回顾这段“姻缘”，认为偶然
之中有着必然。

为了形成区域发展合力，五镇建立了一
套一体化的保障制度，即“田园五镇”工作联
席机制。五个镇主要领导以一年为期担任轮
值主席，负责牵头规划承办本年度的合作项
目，五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具体协商推进合
作项目落地。

“明月山塘”景区的共建，就是在这一
制度下诞生的。曾经各自美丽的南北山
塘，在比拼赶超中，形成了资源聚合。北区
有室外大戏台，南区就添一座室内礼堂书
屋。为避免重复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博物
馆都共享运营。两村还将土地、房屋、服务
等资源整体折算为“股金”，与投资主体共
同组建公司，其中两村占股 5%。今年一季
度，广陈镇南山塘村旅游收入 986.5 万元，
迎来了开门红。

产业方面，不久前，一座投资2亿元的平
湖 AIoT 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在平湖
广陈镇龙萌村破土动工。这座先进的AI+智
联植物工厂，由京东方后稷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自研的设施农业智慧种
植系统，打破了国外垄断，让这里成为未来智
慧农业核心设施设备国产化的试验场。距项
目 3 分钟车程外的金山区廊下镇，已有一座
植物工厂先行投产，未来两个基地将形成合
力，共同“闯荡”上海高端消费市场。

AIoT 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
是从去年举办的第四届长三角“田园五镇”农
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中涌现出来的——从路
演到落地，五镇合办的比赛如同大型项目“转
化器”，陆续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优质农业项
目、农创客落地，并与浙沪半程马拉松赛、山
塘论坛等“田园五镇”共办的系列活动一起，
成为长三角的知名IP。

据了解，4 年来，五镇已累计发布合作项
目260个，总投资超200亿元。

这段“姻缘”
偶然中有必然

平湖新仓镇，是去年的“田园五镇”
轮值主席镇，首次提出建立跨省域的强
村公司。今年3月，公司正式落地。其
核心功用，在于用市场化手段替代行政
手段，打破现有的体制机制壁垒，盘活
五镇资产、资金、资源，带动集体经济保
值增值。

平湖新仓镇中华村党委书记谢微
叶刚刚出任鑫平公司董事长，他向记者
讲解了公司的运作机制。鑫平公司由
金山张堰上海留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
平湖新仓的平湖市芦川兴农实业有限
公司等来自五镇的镇级强村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这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对

“市场”模式。总注册资金1亿元，各镇
出资2000万元。项目分红将作为村集
体收益反哺各村，每个项目强村公司都
将按比例获得保底收益。公司董事长
以3年为期，由五镇相关负责人轮值。

平湖新仓镇建立跨省域强村公司
想法并非凭空产生，针对的就是五镇一
体化进程中曾经存在的冷热不均、联结
不深等问题。

从地域上看，边界相邻村镇合作的
紧密程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以浙沪
半程马拉松赛为例，赛事虽以“田园五
镇”命名，但整个线路只涉及平湖广陈
镇和金山廊下镇。“自下而上”串联起来
的五镇，因缺少“自上而下”的统筹机
制，仍很难跳出“天然交集”的合作范
围；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现有的合
作以活动、比赛共办共建为主，项目也
多是立足区域整体定位下的各自补充
和强化，合作模式亟待突破。

这些问题，五镇早已意识到。“就像
五色的面团，各自都很鲜艳，但还没揉
在一起。”新仓镇党委书记陆秀梅说，前

5 年，他们主要做了一些“形”的工作，
比如项目活动开展、特色品牌挖掘打造
等。但一体化发展决不能止于松散联
盟，下一个 5 年，五镇需要打破行政壁
垒，在“芯”上下功夫，尤其要在共同富
裕上下功夫。

从百姓走亲，到政府走亲，大家期
待着结缘后能结出硕果。新近成立的
强村公司，就是破题关键。

在浙江，强村公司由来已久。早在
十多年前，新昌、平湖等地就开始探索
在县乡政府牵头下，由村集体共同出资
组建经营实体，按照现代企业经营理
念，组团式发展村集体经济。至去年
底，浙江共有1347家强村公司，入股行
政村达 8803 个，但都局限于省域范围
内。

眼下，这个刚成立不久的跨省市强
村公司，已成为“田园五镇”甚至整个长
三角的热议话题，人们对未来可能出现
的合作模式充满期待。

京东方后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秦清告诉记者，植物工厂项目洽
谈之初，他们曾尝试与镇级强村公司合
作。但镇级强村公司投资一般倾向于
本地或周边项目，合作最终没有达成。

“跨省市的强村公司，为这类合作打开
了新空间。”平湖广陈镇党委书记李夏
岚说，未来合作项目或能突破五镇范
围，延伸至长三角乃至全国，“只要符合
强村富民定位，英雄不问出处。”

从事文旅业的浙江长红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殳跃飞，很看好鑫
平公司自上而下的资源统筹能力。他
坚信，鑫平公司今后能更好地统筹浙沪
两地资源，助推“田园五镇”成为文旅产
业的流量聚集地。

以三年为期董事长轮值

鑫平公司成立现场签订的两份战略合作协议，某种程
度上已经透露了未来投资方向。

首先是在五镇都有良好基础的乡村振兴、“三农”服务领
域，放大区域优势，做好“特长生”。采访中，记者走进位于中
华村的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这个由浙江仓禾农业科技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农事服务项目，将平湖中华村、杉青
港村等四村连片土地有效整合，300多台套机械设备运作服
务，几乎覆盖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到包装出厂的全过程。

鑫平公司与仓禾农业公司新签约的“粮食全产业链帮
农促富社会化服务项目”，就是要在保障万亩粮田生产的基
础上，通过建设加工销售中心、农事体验中心，创建自有品
牌，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未来，以中华村为圆心，机械化运
营服务或将跨区域辐射到“田园五镇”周边 3 万至 5 万亩田
地，实现共享，亩均节本增效300元以上。

此外，“年产 10 万吨汽车型材用高端再生铝铸棒项
目”，更能体现鑫平公司作为投资平台的本质，也透露出未
来合作趋势——拓展全领域合作。

项目合作方帅翼驰集团，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张堰工
业园区，自 2015 年开始成为国内铝液直供市场份额最大
的企业。公司开发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车身底
板，已占特斯拉公司（浦东厂区）20%供货份额，也是蔚
来、理想等造车新势力的独家供应商。“再生铝技术我们
研究了 20 多年，现在正计划将专利产业化，扩大产能筹建
新基地。”企业负责人程帅是在上海打拼的金华人，也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见证者。在他看来，再生铝有着巨
大市场潜力，鑫平公司的加入也让他们的创新之路更有
底气。

“我们期待五镇的合作，不局限于镇与镇、村与村、农业
与农业，可以进一步辐射到一二三产全领域，促进五镇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共同进步。”陆秀梅说。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保中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
程中，青浦、嘉善、吴江是一种模式，“田园五镇”是另一种模
式。这一模式的探索是自下而上的，既响应国家战略，又有
自觉行动，“这一点难能可贵，‘田园五镇’一体化试验没有
上级政府指令，也没有统一管理主体，在市场化道路探索方
面或将起到示范作用。”

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强村
公司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采访中，李芳形象
地讲到了拉瓦尔喷管——火箭、航空发动机常用的构
件。空气从第一个喇叭口进去，通过拉瓦尔喷管的压缩
会变成超音速出来，“现代农业、现代产业都要集聚资源
和知识，各要素整合、聚变、裂变后，才能变成一种新的发
展动力、新的发展产业。”

现在，“田园五镇”要做的，就是借助强村公司把产业
做起来，把探索成功的模式、技术、
经验辐射出去——就像通过拉瓦尔
喷管一样，最终形成聚合效应，让强
村公司成为现代农业、未来乡村产
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打造可持续发展新引擎

2022年中秋节期间，平湖市山塘老街游人如织。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

镇域面积 34.9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4.9万。
张堰镇区位优势明显，30分钟可抵上海虹桥机场，

“一小时经济生活圈”覆盖杭州、宁波等区域。张堰
镇是国家卫生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镇，
产业基础扎实。张堰工业园区是国家火炬计划上海
张堰新材料深加工产业基地，2020年被命名为光电
传输谷特色产业园。

浙江省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镇）

镇域面积55.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3.6万。平湖农业经济
开发区于 2017年成立，成立 5年多来，立足“农业硅谷 农创高
地”定位，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像重视城市建设一样重视农
村建设，已通过浙江省农业特色型美丽城镇样板镇、浙江省现代
农业园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等创建验收。

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

镇域面积 5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万多。与
沪无缝接壤 17.8 公里，是国家建设部等七部委确
定的小城镇建设重点镇，是浙江省首批中心镇，也
是“新仓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新仓镇围绕“共
同富裕标杆镇”的发展总目标，正加快建设成为

“数字化科创新区、合作化富美新镇、现代化融沪
新城”。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

镇域面积46.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万。东与上海金山区张
堰、金山卫镇为邻，南与浙江平湖市新仓、广陈镇相邻，西与浙江平湖
市新埭镇交界，北与上海金山区吕巷镇相连。近年来，廊下镇在保留

“乡村形”的同时，加快农业转型塑形，让乡村也拥有高品质生活的
“都市芯”。

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

位于金山区中部，镇域面积59.47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约4.4万。这里瓜果飘
香、风景如画，有 30余种特色水果和国
家3A级旅游景区水果公园，先后创成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农业果蔬
产业园、长三角区域首家国家级生态原
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上海市绿色田园
果蔬产业先行片区。

上海市
金山区

平湖市

一桥两山塘一桥两山塘 （（近端为上海市北山塘近端为上海市北山塘，，远端为平湖市南山塘远端为平湖市南山塘））

2020 年沪浙乡村快乐跑，在平湖市广陈镇和上海
市金山区廊下镇开跑（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