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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经双丰、“双强”开路
打造江南版农业现代化善耕样本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无论是国家的兴盛还是地方的发

展，都必须要有强大的农业作支撑。嘉
善县作为全省产粮大县，主动担当起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全力建设浙北粮仓

“核心区”。
在陶庄镇金穗制种区内，经过前期

育种、育苗，一盘盘秧苗长势喜人。该
区是长三角陶庄智种产业示范园9大种
业项目之一，2022年承接新品水稻试验
和示范86批次。在制种产业驱动下，陶
庄镇全年可承接晚稻种田2750亩，覆盖
嘉善境内 70%水稻种植，并调运嘉兴、
上海奉贤等地，走出了一条种业振兴之
路。

以“标准化、低碳景、共富味”为标
签，嘉善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3.0”版建
设，集中连片耕地达 7.2 万亩，粮食生产
规模化率突破 90%；累计建成“机器换
人”示范镇5个，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91.3％。

乡村旺不旺，关键看产业。依托国
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嘉善足音
铿锵、步履不停，大力发展“地瓜经济”，
为乡村经济“强壮筋骨”。提能“传统地
瓜”，推出“土特产”传承与发展行动，推
动马家桥甜瓜等首批八大土特产拓面、
提质、升值。培育“新兴地瓜”，以农开
区招引优质项目，吸引了华维农业、雨
露空间、中荷铪科等优质项目的入驻。
2023 年，全县已新签约农业重大项目 8
个，总投资约 10 亿元；以小微园带富小
农户，全县9个小微园稳步推进，首批入
驻姚庄小微园的 120 户传统种植户，亩
均增产20%以上。

传统与现代辉映，土气与洋气结
合，像地瓜藤蔓一样延展、扩散，嘉

善乡村地瓜经济在这片创新的
沃土中拔地而起、茁壮生

长,为乡村振兴开辟新
空间、激发新动能。

诗画江南、全域秀美
描绘高品质梦里水乡善美画卷

遥望是田畴如画、沃野锦绣，眼前
是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漫步在嘉善
的乡间小路，总能给人一份遗世独立的
宁静和诗意栖居的享受。诗画江南，梦
里水乡，得益于全县上下始终坚定践行
深化“千万工程”，从人居环境整治入
手，由环境变革触发生态、产业、文化和
社会变革，从而实现环境重塑、产业再
生、城乡重构。一幅幅兼具“江南韵、文
化味、生态魂、水乡情”的全域秀美乡村
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过去，横港村是远近闻名的“脏乱
村”，“千万工程”开展以后，横港村下大
决心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树立“党
建+生态”品牌，发展了融休闲养生、民
宿度假、农耕体验于一体的美丽经济，
实现了从“脏乱村”到“网红村”的生态
蜕变。

截至 2022 年底，嘉善共打造“桃源
渔歌·最美香湖”等 7 条美丽乡村风景
线，建成 3 个省级未来乡村、24 个省级
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76 个 A级景区村
庄，其中 3A 级景区村庄 13 个。获评全

国清洁村庄行动先进县、省新时代美丽
乡村示范县、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工作优胜县、省首批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体验地。

行走在嘉善的乡村，城市与乡
村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让乡村留

得住人，载得动乡愁。嘉善已启动全
域秀美（和美乡村）新三年行动，环境和
美、产业和融、人文和润、治理和谐、生
活和顺的和美乡村美好图景正变为现
实。

城乡融合、强村富民
书写长三角乡村振兴善裕篇章

如果说，浙江是全国共同富裕先行
示范的省份，嘉善就是浙江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的一扇“窗口”。2022 年省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绩效考核
评价获优秀等次，位列嘉兴第一，获得
省政府“实施低收入农户基本同步现代
化行动成效明显的县（市、区）”督查激
励。

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嘉
善已连续实施五轮强村富民计划，创新

“县域统筹、跨村发展、股份经营、保底
分红”为主的“飞地抱团”发展模式。全
县已累计实施“飞地抱团”项目23个，村
集体投资总额达 28.2 亿元，带来了村均
近100万元的收益。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大云中
德生态产业园是嘉善县首个跨区域村
级 抱 团 发 展 项 目 ，22 个 村 共 同 出 资
8000 万元，建设 3 万平方米高标准厂
房。先富带后富、携手奔共富，结合国
家东西部协作和浙江山海协作战略，四
川省九寨沟县和丽水市庆元县村级组
织也加入抱团行列，成为跨区域共富发
展典范。

“现在，缪家人都喊我‘三包书记’，
小孩红包、老人红包、村民分红村里全

包。”缪家村党委书记陆荣杰自豪地
说。底气十足的背后，是缪家村聚焦村
民致富增收，探索实施“薪金、租金、股
金、福利金、养老金、创业金”组成的“六
金”共同富裕模式，2022 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 148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5.6
万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近2万元。

深化改革、活力迸发
建设高质量乡村营商环境善创沃土

在“八八战略”中，第一个指向就是
改革。在浙江这片经济高速运转、创新
无处不在的改革沃土中，嘉善无疑是其
中一块创新和改革的“试验田”。2022
年，嘉善成功入选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
试点试验名单，成为全国唯一两次获得
改革试点的地区。

“嘉善以集成改革为动力推动乡村
振兴，要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探路。”嘉善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嘉善将聚焦土地、资金、
数字化等重点领域，探索一套行之有效
的乡村振兴“嘉善方案”。

土地保障是乡村发展的关键环节，
大云镇缪家村实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推动“地田房”的集成改革,为引进更
多业态留出了空间。资金投入是乡村
发展的重要支撑。嘉善通过建立专项
资金+发展基金的“双金”模式，全县已
形成了累计超 9 亿元的专项资金库，吸
引了 50 多亿元资金投入乡村建设。数
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嘉善奋
力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把数字产业、
数字服务、数字治理深入到乡村振兴的
每个环节。如西塘还推出了“只要点一
次”乡村共富小屋模式，小屋集租房
子、找工作、订家宴等应用场景于一
体，并引入青创客驻点市场化运营，为
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上佳的数字服
务环境。

（本版图片由嘉善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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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路名称：桃源渔歌风景线
沿线特色：桃源渔歌风景线全长16.11公里，

将姚庄镇的产业、文化、村庄、田园、生态等有机串
联，是一条可观、可游、可赏、可居，展现嘉善北部

“诗画田园、鱼果争鲜”乡村景观的美丽乡村风景
线。代表村庄横港村、北鹤村。

（二）线路名称：梦里水乡风景线
沿线特色：梦里水乡风景线全长 22 公里，将

西塘的古镇、田园、文化、产业、水脉有机串联，是
一条集古镇旅游、水乡风光、农耕体验等于一体的
绿色赋能、水陆同进、景村互融的“最江南”美丽乡
村风景线。代表村庄红菱村、荷池村。

（三）线路名称：悦响动漫风景线
沿线特色：悦响动漫风景线全长 10.9 公里，

以乡村音乐、国民动漫为特色导入新业态、植入农
村文化新元素，凸显未来感、科技感，吸引音乐创
业者入驻、动漫爱好者游玩。代表村庄鑫锋村、长
生村。

风起长三角、水乡尽欢歌，这是

位于浙沪苏三地交界处的嘉善。

这里不仅是精致的江南水乡，

是浙沪接轨的桥头堡，还是全国唯

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

腹地。这里生态与人文交织，城市

与乡村共进，创新与改革浪潮汹涌，

涌现了诸多各地争相学习的经验和

样本。

近年来，嘉善坚定不移实施和

深化“千万工程”，大力实施党建“八

领”促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呈现出城

乡“双轮驱动”、改革“赋能增效”、全

域“共富共美”的乡村高质量发展新

图景。

2022年，嘉善县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62280 元。其中：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211 元；低

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55

元；城乡收入比值 1.54，村均经常

性收入达 450 万元，是浙江发展最

均衡的县(市、区)之一。嘉善已连

续4年获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优秀单位称号，并以全省第三成

绩被授予全省首批“神农鼎·铜鼎”。

今年是浙江“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行走在嘉善，登高远眺，

目之所及是城乡融合的乡村图景；

俯仰之间，心驰神往于村美人和

的清秀水乡。迈向新征程，嘉

善将继续擦亮农业现代化金

名片，加快打造长三角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先行

地，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和

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嘉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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