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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更强引擎
数字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数字化正
成为瑞安推进“农业大市”到

“农业强市”的关键一招。坚
持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
瑞安以数字农业提质增
效，探索出了一条高效生
态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为
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发展
蓄势赋能。

打造全国首家“三位一体+
MAP”现代农业服务中心，提供选
种配肥、数据分析、机器人作业、病

虫害预警等“7+3”全周期服务；开发
“三位一体”智农在线平台，打造智农
共富场景，推动滨海花椰菜主产区亩
均产值至 1.2 万元，比原来实现翻番；
滨海十万亩都市田园新天地建设“空
地一体”农业数字化系统，曹村镇打
造全省首个数字农业示范区⋯⋯数
字农业已然撬动瑞安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全景式改变，构筑起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迸发出强农富民的新活
力。

在温州瑞安市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一座智慧蔬菜示范园里，机械
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农业生
产成为主旋律。

这座智慧蔬菜示范园拥有8个玻
璃大棚，分别种植樱桃番茄、水
培生菜等。在这片用地面积
总计 23 亩的农业园里，负
责日常运作、照顾作物
的仅有 2 名农业技术
人员及一套智慧大
棚解决方案——智
慧城市数字微农
系统。

“结合无土
栽培技术、棚内
铺设轨道、可升降
式采摘车等，其生长
周 期 延 长 至 10—11
个月，大大提升番茄的
单位面积产量。”其技术
人员举例道。

这一种植模式极大地提

高了种植效率和产能。据悉，该智慧
蔬菜示范园于 2021 年建成投用，预
计樱桃番茄年产量达 7 万公斤，水培
生菜年产量达36万公斤。

眼下，瑞安正以数字化为核心，
串联农业全要素创新，多元化探索高
度集约、高度精准、高度智能、高度协
同的现代农业形态，同时融合多产业
发展的新趋势，走出了“数字农业+”
新路径。

在滨海十万亩都市田园新天地，
人们可以领略到智慧农业的别样魅
力。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化农业的科
技强赋能下，该项目以“农业+游玩+
观赏+文创”为主线，大力发展高端数

字农业、创意农业、生态农业、订单农
业，致力于打造中国一流的现代城市
田园、中国最大的花椰菜全产业链基
地、中国最具特色的条台田农业文化
遗产。

打开更广空间
多场景迭代农村“三位一体”改革

农村“三位一体”改革是破题农
村问题的一项重要改革，是促进农村
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瑞安作
为改革始源地，始终以“生产、供销、
信用”三类合作组织一体化为改革原

点，深入探索改革外延，在不断迭代
升级中创新应用场景和发展路径，涌
动着勃勃生机。

凭借自身“文武农”的底蕴，曹村
镇开展了一系列农文旅结合项目，先
后引进滑翔伞基地，推出骑行、划船
和小火车，真正做到了让市民可以

“水陆空”三栖游曹村。
丰富的资源需要有专门的公司

来运作。为此，曹村镇创新推出公投
民营模式，于 2020 年 3 月成立全镇
14个村抱团发展、2.95万村民均享收
益的瑞安市进士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管理运营全域旅游资源，带动村
民迈向致富的快车道。公司成立以
来，50%的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超百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3.3 万元，走
出了“村富带民富、村民共致富”的新
路子。有了收益之后，公司进行了再
投资，打造出一个富民强村强企的良
性发展闭环。

村村抱团、人人参股，这是在农
村“三位一体”改革牵引下，瑞安乡村
抱团发展的一个新场景。

农村“三位一体”改革只有融入
到乡村产业的大发展和大平台中，才
能真正展现其生命力。正如瑞安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指出：“瑞安
用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农村‘三位一

体’改革是一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金钥匙’，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上发
挥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瑞安还将视野进一步
放大，将农村“三位一体”改革从农业
维度拓展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释
放出强大的生命力。

天气一热，瑞安的旅游小镇桐浦
镇就热闹了起来，虽然人流不
息，但各村依旧文明整洁，
地面不见垃圾。“村里人
人 知 道 该 如 何 垃 圾 分
类，分了环境才好!”桐
浦镇桐西村村民曾
金平自豪地说。

这是瑞安市
农民专业合作
社参与乡村垃
圾分类管理见
成效的生动写
照，也是农村“三
位一体”改革在促
进乡村治理中发挥
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瑞安还
率全省之先成立垃圾分类
合作社，出台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扶持政策，引导桐浦、曹村等

乡镇、村社成立全国首批垃圾分类专
业合作社 11 家，组建联合社和加工
厂，把生活垃圾处理物、农业秸秆、畜
禽排泄物等混合再加工，生产标准有
机肥，掀起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热
潮，引领农村人居环境从“一片美”迈
向“全域美”。

当前,浙江正描绘“千村引

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

美”的“千万工程”新画卷。目光

投向浙南的明山秀水，温州瑞安

是一抹清润风雅的美。

近年来，瑞安持续擦亮“三位

一体”改革金字招牌，以乡村振兴

“两带”建设、美丽乡村“两示范”

创建、打造未来乡村先行示范为

抓手，全域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

建设，成功建成一批主题突出、各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旅游精品线和

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项目，先后

获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

进县、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公

园等荣誉，获评 2022 年度浙江

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广

袤的水乡大地上，一个个蝶变新

生的美丽乡村宛若明珠一样绽

放出夺目的光彩，折射出瑞安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幸福感，

安放着人们对于田园诗歌的向

往，生动勾画出一幅现代版乡村

“富春山居图”。

瑞安：问路富美，打造现代版乡村“富春山居图”
陈潇奕 郑建鹏

（图片由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提供）（图片由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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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屿镇一景马屿镇一景马屿镇一景

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村
—湖岭镇黄林村

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村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村
——湖岭镇黄林村湖岭镇黄林村

奇云大漂流奇云大漂流

提亮辨识度
产业赋能打开新思路

乡村，与生俱来有别于城市的
“另一种风景”，那是天然而成的自然
肌理和延续千年的乡土记忆。漫步
在 平 阳 县 ，这 里 的 乡 村 各 有 各 的

“强”，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风
情”。

站上昆阳镇上林垟村的金山观
景台俯瞰，满目是绿色的水稻田，空
气中裹挟着谷物的芬芳。“种好粮、多
种粮。”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当地种粮
大户伍思树的心里。在他的新科农
场，播种机、无人机、收割机、烘干机，
各类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一应俱全。

为了践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这一重
要嘱托，上林垟村在流转全村 2500
亩土地后，又联合周边村党组织成立
了“红色种粮”党建联盟，打造了 1.4
万亩的“石塘粮仓·万亩田园”，实现

了粮食年产量达 1.2 万吨，有效推
动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所谓“特”，就是突出地域
特点，体现当地风情，培育壮
大“十业万亿”乡村产业，形成

地域特色鲜明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创新创业活跃、、
业态类型丰富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利益联结紧密的

乡村产业体系乡村产业体系。。
不仅要让不仅要让““土里生金土里生金”，”，也要也要““水水

里点金里点金”。”。位于万全镇的周垟村位于万全镇的周垟村，，保保
留传统水乡村落自然肌理格局留传统水乡村落自然肌理格局，，招引招引
落地秘境家庭农场落地秘境家庭农场、、万泉滨水度假酒万泉滨水度假酒
店等店等 66 个农旅项目个农旅项目，，打造打造““野可以营野可以营

地”、“水上熊猫乐园”、“网红小火
车”、“步步惊心摇摆桥”、游船观光画
舫等品牌项目，在今年“五一”假期客
流量达到20万人次。

为避免“千村一面”，平阳县充
分尊重当地乡村价值，以“特”字为
核心——特别的乡村风貌、特别的
产业个性、特别的乡村生活，逐渐形
成了“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一村
一韵”的美丽格局，构建起了一个各
美其美的“百花园”。

抱团发展链
片区联建打开新格局

让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
富，从绿色经济走向融合经济，需要
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这也是从

“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内涵深化
的重要体现。

基于此，平阳以片区联建打破乡
村与乡村之间的边界，通过资源共
享、产业共建等方式，综合利用农业
资源和乡村社会文化资源，充分挖掘
农业和农村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在

“强链”“补链”中促进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推进联建乡村驶向致富的快
车道。

眼下，平阳正围绕“一县一带一
片”建设目标，大抓基础鲜明导向，重
点突出集成推进力量、集成政策措施、
集成项目规划，合心合力合拍共同推
进乡村连片示范区提升整治工作。

比如，创成全省首批未来乡村的
昆阳镇西北片区，以上林垟村为核
心，联动平瑞塘河沿线湖屿村、鸣山
村、官岙邸村、万金村等 4 村实施“塘
河粮仓·五彩乡村”建设，探索联村共
建、资源共享、产业联动、党建引领的
乡村连片提升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共
富路。

据介绍，通过水陆结合的“塘河
田园风情”乡村振兴示范带精品旅游
线路将示范区各村进行串联，品赏鸣
山“古村+非遗”，享受万金水上悠闲，
体味上林垟农耕文化，湖屿卡丁车、
小龙虾的“游玩抓吃”，官岙邸村的珑
玥潭欢乐谷，原先“半日游”延长至

“多日游”，游客“流量”转变为经济
“产量”，每年保底分红 20 万，民宿、
农家乐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
五村联建模式成功入围全省未来乡

村建设十大模式典型案例。
再有鳌江“双梅风情”示范区，联

动起凤里村、书阁村、梅源村、元平
村、岭根村、永和村，不仅在地理空间
上拉开双梅景观轴，还依据地形地貌
和乡村景观以及总体产业结构，划分
出休闲旅游康养片、富民文创片、研
学创新片，全面盘活全域农文旅资
源，促进全产业链融合贯通。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平
阳美丽乡村的组团式发展，构建起一
个个乡村产业链共同体，以“更好的
连接”实现“更好的发展”。

场景多元化
共建共享打开新未来

“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
糕”，正如平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指出：“强化要素投入保障和服
务优化升级是当务之急，是推动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此，平阳县以市场化、可持续、
可推广为导向，多元引导乡村共富场
景下的共建共享，探索多种模式的创
新，以产业项目为载体，有效畅通村
企双向合作渠道，全面带动农民增
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激发共同富
裕内生动力。

据悉，平阳县组建强村富民乡村
集成改革工作专班，聚焦建平台、惠
政策、优服务，细化任务目标，构建清

单推进落实。
有了组织支撑，“一盘棋”布局下

的“共富工坊”建设，“朋友圈”更大、
底气更足。

位于水头镇新联村的朝阳山的
“平阳黄汤·‘点绿成金’共富工坊”就
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它是由平阳黄
汤龙头企业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 5 家茶企、合作社携手打造
的“产业赋能式”共富工坊。工坊建
成以来，为周边村民提供采茶、制茶
等岗位 300 多个，并与 400 余户茶农
与茶企签订联营协议，每年茶农户增
收 4 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200 万元。同时，该工坊牵头整合闲
置抛荒、无力耕种、产出率低的土地
超 500 亩，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
改造升级、统一规划，通过联合承包、
入股分红的模式进行集中式流转，

“唤醒”茶农手上的“沉睡资源”，年人
均增收1.5万元。

无独有偶，在昆阳镇的鸣山村，
村两委盘活 86 间闲置农房转租给工
商资本，引进鸣山陶院，打造非遗一
条街，村集体年租金收入达 120 万
元，2022 年鸣山村接待游客 50 万人
次，全村旅游业收入600多万元。

行走在乡村振兴的漫漫长途上，
平阳大力挖掘乡村共富的诸多场景，
以改革创新之力厚续起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底气，在共建共享中厚植老百
姓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昆阳镇官岙邸村珑月潭

盛夏的平阳，一个个依山而

建、枕水而居的美丽乡村，相互串

联，成片、成景，连缀出一幅活力

四射的和美乡村画卷，蕴藏着“乡

村让城市更加向往”的诸多美好。

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

建设、农民共富“三条跑道”，平阳

坚持以“强村富民”为根本，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连续 3 年荣获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秀单位，在

全省山区 26 县发展实绩考核位

列第一档，荣获全省首批“神农

鼎”，2022 年获评浙江省新时代

美丽乡村示范县，勾画出一幅“见

富、见美、见未来”的现代乡村生

活新图景。

平阳：衔接城乡美好，脉动山水盛景
陈潇奕

（图片由平阳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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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垟美丽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