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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底线
让粮仓更安全殷实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作为省市
重要粮仓，钱塘（新）区深入实施“千万工
程”，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真正实现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去年，钱塘上交国家订购粮约 4.5 万

吨，小麦、早稻、晚稻种植面积分别达 3.18
万 亩 、2.06 万 亩 、4.35 万 亩 ，同 比 增 长
55.1%、114.6%、8.8%，粮食总产量同比增
长 31.3%，实现粮食面积和产量连续 4 年
增长。因为“饭碗”端得牢，钱塘获评浙江
省第四届“河姆渡杯”粮食生产先进区县。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粮食根基
牢不牢，最根本的是保护好耕地这个命根
子。漫步在青六北路和江东大道交叉口，
这里的 2000 亩土地，已被企业承包变成
麦田，平均每年可收获百万斤小麦，而在
以前，它还是尘土飞扬的荒地。过去3年，
钱塘共有 2.1 万余亩闲置土地被盘活。“把

‘巴掌田’变成‘大块田’还不够，为了让耕
地发挥更大效益，我们大力建设高标准农
田，从管理到运营，全流程实现良田高

产。”钱塘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说。
科技，是粮食增产之力，钱塘首批打

造了 20 个千亩粮仓作为示范，在粮仓里
能感受到满满的科技范：良种播下，强化
储备种子源头质量和储备过程监管，推广
嘉禾香 1 号；良机跟上，152 台农机安装北
斗系统，接入作业精细化管理平台，机耕、
机插、机收等生产环节机械化率达100%；
良技用上，广泛应用无人机植保、测土配
方施肥等技术⋯⋯田间激荡新动能，稻田
孕育好收成，丰收也就有了好底子。

“千万工程”蕴含着丰富的系统观念，
钱塘将其活化应用在粮食安全中。其中，
有处理好局部和全局，比如，钱塘在千亩
粮仓的基础上，将先进经验复制到全区，
并建立“高产高效高技”的考评体系；有当
前和长远，比如，保持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的战略定力，健全长效机制，粮食重点扶
持政策标准水平位列省内第一梯队；还有
速度和质量，助力更多新农人为农业插上
科技翅膀，引导农机服务组织打造一站式
综合体，提供集中育苗、烘干加工、农机维
修等服务。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也是为了切实保
护农民利益，努力让农民群众共享共同富
裕发展成果，这是“千万工程”的着力点所
在。坚定守住管好“大国粮仓”的政治担
当，钱塘（新）区让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

赞歌，使其成为“千万工程”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产业升级
因地制宜富裕一方百姓

盛夏时节，走进义蓬街道
春光村，空气中弥漫着沁人
心脾的稻香，绿油油的早稻

抽出稻穗，再过不久，一个大
型的农文旅项目“稻梦春光里”

将开门迎客，集田园风光、游乐、
餐饮于一体，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

50 万元；而距离春光村不远的江东村，也
引进闲梦江东、钱塘绿岛、钱塘小雅等地
标，带动大量村民实现本地就业。

城里人的“诗与远方”越来越近，农村
里的好日子也走到眼前，这都得益于钱塘
从 2021 年开始，每年在全区范围启动的
美丽乡村大比武活动，推动59个农村人居
环境、产业、治理各方面内外兼修。“‘千万
工程’从整治环境入手扮靓乡村，让绿色
成为美丽乡村的底色，为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带来了机遇。”钱塘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去年的美丽乡村大比武，春光
村摘得一星级示范村，江东村跻身二星
级，上佳的生态环境成为其招引项目的核
心竞争力。

时髦的农文旅项目陆续引入，传统
的优势项目也在转型升级，实现向卖品
牌和卖文化的逐步转变。农业迈向高
效，引入省种业集团建设种业研究院打
造生物育种技术中心，联动市农发集团
投资 2600 万元建设生态农园；产品瞄准
高附加值，打造钱塘区农产品品牌馆，发
布“风味钱塘”农产品公用品牌；乡村数
字迭代，建设成 10 个数字乡村，培育网上
农博、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去
年，浙江精品草莓评选会上，河庄街道

“新江草莓”夺得优质奖，在草莓的带动
下，新江村村民人均收入突破 5.3 万元，
同比增长 15%。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也让乡村
精气神有了十足改变，正如“千万工程”的
落脚点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共富便成
了一个自觉行动。在河庄街道江东村、新
围村、文伟村等 6 个禀赋相仿的村聚到一
起，按照“一村一特色”打造共富联合体，
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比如，江东村有七彩
油菜花田、新围村有兰花基地、文伟村有

“爱心菜园”等等。如今，以“田城汇”命名
的强村公司已经成立，着力整个区域农文
旅融合发展，带动新增超百家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

在“千万工程”引领下，村美人和富裕
日益成为乡村发展的动人形态，也为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扎
实基础。当下的钱塘，正将农民群体作为
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破题关键，加快推进全
域共富，持续提升农村居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深耕融合
制造大区探路深化提升

钱塘，是浙江的制造大区，制造业规
模位居杭州市第一。与此同时，农村户籍
人 口 14.68 万 人 ，约 占 总 户 籍 人 口 的
30%。因此钱塘面临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双重任务。

这也是浙江“千万工程”的使命所在，
如何将城与乡一起统筹推进，真正实现

“城市有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
往”。作为全省首个新区，钱塘扮演着“探
路者”的角色，必须勇闯新路、勇立潮头，
在深入实施“千万工程”上敢为人先，加快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一流新区，一些走在前

列的好经验正在不断涌现——
共富加油站，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在义蓬街道，22 个村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参差不齐，街道按照

“多村联合、跨村开发、收益共享”的思路，
由6—7个村成立公司招引加油站项目，并
按一定比例入股分红，实现从“个别富”到

“集体富”。目前，南沙村已通过租赁村级
留用地招引加油站落地，每年收获千万元
的租金收益。从南沙出发，钱塘将剩余11
个布点资源统筹打造共富加油站，力争通
过 3 年至 5 年，在全市率先实现村经营性
收入达200万元以上。

共享村居，让闲置农房规范入市。钱
塘（新）区企业数量众多，产业工人超 30
万人，存在旺盛的租房需求，而村民的大
量农房却处于闲置。针对职住平衡，钱塘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开发了农房租数字
化应用场景，从出租备案、申请出租，到房
源信息采集、消防安全审核、房源真实性
审核，再到房源信息上架，都实现全流程
数字化监管。租客只要在手机上打开小
程序，搜索“钱塘农房租”，就可在线选
房。在江东村，去年借助共享村居，帮助
村民创收近千万元。

地域抱团，让全域保持长效美丽。美
丽乡村建成后，后期管护费用随之增加，
村与村的交界处容易出现卫生死角，且各
村之间标准不一也会引发群众不满。为
此，钱塘区探索地域抱团管护，以“团购”
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专业管护队伍，进行村
庄的日常管护，每村每年节省成本 10 余
万元，变一时美为持久美、一处美为全域
美。村民们纷纷点赞：“村里也能像城市
里的小区一样，有了专业的物业服务，村
庄环境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
落笔“千万工程”，一张蓝图绘到底，

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先进制造园区与
都市田园风貌交相辉映。展望未来，“千
万工程”历久弥新，指引未来乡村新实践。

“我们将推动‘千万工程’钱塘实践再
深化再提升，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事业行稳
致远，描绘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新画卷，
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钱塘（新）区相关负
责人说。

（本版图片由钱塘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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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人和共富成为乡村发展的动人形态村美人和共富成为乡村发展的动人形态

钱塘（新）区，杭州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悠悠钱塘江逶迤穿过。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座昔日的“城边皮”迎来巨变，钱塘江畔，一座城市与乡村和谐相融的田园新城拔地而起。

钱江潮涌，拨动心弦。今天，当我们再度走进钱塘（新）区，不仅看到硬核的数字智造，更能感受肥沃的千亩粮仓，还能领略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的城市魅力。

数据印证了一切的美好：入选浙江2023年度第一批城乡风貌样板区，今年二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万元，居杭州市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40，位

居杭州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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