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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土地综合整治“永康模式”

“三田合一”向“兴”而行
傅夏冰 颜文敏 陈红敏

11 月 28 日，永康市古山—龙

山万亩农田连片整治“十里乡耕”

建设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该项目位于永康古山镇、龙山

镇，涉及 18 个行政村，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土地整治、产业带建设和基

础设施建设三大部分，项目总投资

为48818.96万元。

永康五金产业久负盛名，创业

创新活力四射，人文荟萃山川秀

美。当前，永康正围绕打造中国乃

至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总目标，奋

力打造“世界五金之都 品质活力

永康”。同时，永康聚焦农业农村

现代化，通过该项目全域整治提

升，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幅促进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蓝图轮廓初

现。

（图片由永康市水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耕地：
“三田合一”护起来

近年来，永康开展粮食稳产保供、
土地全域综合整治、农业产业提质增
效、百万强村创业创新、农民共富攻坚
等行动，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永康实践
样板。

这一背景下，“十里乡耕”项目应运
而 生 。 项 目 区 农 田 整 治 总 面 积 为
8830.89 亩，其中新增 2000 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通过探索开展“多田套
合”的耕地综合整治，加快实现永久基
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一体化、粮食生产
功能区全部落在高标准农田内。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粮食生产功
能区、高标准农田、永久基本农田‘三块
田’合一，统一流转经营，真正让农田变
良田、良田变粮田，有效提升耕地整体
质量和农业生产力。”永康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乡村：
资源要素“链”起来
项目“三田”合一，向“兴”而行，这

个“兴”指的是乡村振兴。
永康在谋划、设计项目中，以“十里

乡耕·诗意江南”为主题，促进土地整治
与农业、文化、旅游融合，盘活乡村各类
资源要素，加快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体系，打造集生态科创农业、乡
村文旅、农事体验、农耕文化、农机产业
于一体的新田园，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迈
向共同富裕。

项目以造场景、造产业为建设路
径，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整合田园资
源、水资源、乡居文化、民俗技艺等特色
资源，从乡居风貌、旅游体验、农业升
级、农机拓展等方面入手，深入挖掘五
金文化、农机文化、胡公文化等特色乡
村文化，营造大地艺术景观，植入自然、
文化资源，培育新业态，力争让这片田
野成为集乡村探秘、田园休闲、农机展
演、文化寻踪等于一体的永康生态田园

农文旅示范区。
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振兴“双向奔

赴”，从而实现区域综合价值提升，并将
带来良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延伸产业链。连片整治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事服务体系建设，将有效
提高作物产值，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
低粮食生产成本。此外，项目通过发展

区域休闲农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使
原来单一的农业经济向综合休闲文旅
经济方向发展。

打好生态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水利设施提升、数字化管理、测土配方
施肥、绿色防控等分步实施，项目将促
进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实现
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周边居民提供
生态休闲场所，实现人与农业环境的和
谐共生。

铺设共富路。在土地整治的基础
上发展农旅休闲业态，为周边村民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此外，通过促进区域农产品整合，培育
生态农业品牌，提升区域农产品品牌影
响力，从而提升农产品价值。

项目：
“投建运”一体干起来

永康探索实践“EPC+0”模式，由

国有企业永康市水投土地开发有限公
司强强联合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等单位推进项目“投建运”一体化
路径，高质量打造土地综合整治的“永
康模式”。

整治项目总承包单位——永康市
水务建设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模式采取整合财政资金、结合专项融资
等多种方式参与土地综合整治，实现了
建设资金多元化，有效提高了亩均投资
标准。

项目通过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提升
土地综合利用率，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架起农业农村向现代化
迈进的桥梁，进而激活乡村各类资源要
素，助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田野孕育新希望，乡村期待新发
展。永康将高标定位、实干担当，全力
推动古山—龙山万亩农田连片整治及
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落
地、早见效，努力交出一份高质量的土
地综合整治新答卷。

晏塘村生态水塘效果图晏塘村生态水塘效果图

土地整治前实景图

项目全局鸟瞰图

“十里乡耕”农事服务中心鸟瞰图建设项目现场

“这是我们越乡龙井，浓淡相宜，请
品尝一下。”一袭汉服的茶艺师用小火
炉煮一壶茶，其间烘烤着干果零食，谈
笑间将一杯杯热茶送给往来的杭州市
民。近日，在潮新闻首届长三角美好生
活节上，嵊州携茶叶、香榧、特色小吃以

及乡村旅游特色路线来到杭城，以有
趣、好玩、好吃的特色展位赚足了人气。

一走进嵊州，宛若走进“唐诗之路”
上的寻常乡野人家。嵊州四面环山、五
江汇聚，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
剡领先”的千古美誉。作为“茶叶之乡”

“桃形李之乡”“香榧之乡”以及“中国小
吃文化名城”，嵊州培育了品类多样、品
质卓越的农特产品。

如何立足文化底蕴，挖掘自身潜
力，走出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农
产品加工到带动农民增收，多产业融合
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是嵊州当下的必
答题。

一村一品
让美丽风景线串珠成链

近年来，嵊州厚植发展优势，持续
深化“千万工程”，全域推进和美乡村，
以景村融合、点面结合的方式，焕新乡
村面貌，勾画“一环三带”美丽风景线；
同时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努力描画乡村共富新场
景。

如何避免“千村一面”，提高乡村的
辨识度，差异化打造具有嵊州特色的美
丽乡村？

嵊州着眼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结合乡村特色禀赋，开展“一村一品一
特色”深度挖掘，同时串以“一环三带”
美丽风景线，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形成

“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大
美格局。

据了解，眼下，嵊州在集中资源
和力量打造“西白忘忧”——环西白
山风景带，沿线散落着“民情日记”发
源地——雅璜村，主打红色研学，盘
活绿水青山；西白山村立足茶产业优
势，打出了“名茶+名宿+名牌”茶文
旅深度融合品牌；再如位于西白山山
腰上的小昆村，以“星宿”为主题，整
体打造山区型民宿集群，引领“看星
宿、住星宿”的乡村旅游新时尚。

嵊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擦亮地方特色，我们在‘因地制宜+
特色发展’的组合拳下，大力推进‘一村
有一村的景、一村有一村的貌、一村更有
一村的名’，同时‘一条风景带就是一条
发展金线’，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
更广泛的途径与渠道。”

产业融合
让美景与产业双向奔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
提。为了续写好“千万工程”后半篇文
章，嵊州积极推动农业从生产向生态、
生活功能的拓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
伸，加快建立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产
业体系，构筑起驱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
擎。

“在崇仁，夏天可以体验芒种插秧、
摇舟采莲的农忙，冬天可以感受打雪
仗、做腊味的年味，一年四季都有不一
样的体验。”崇仁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崇仁镇是嵊州市农业大镇，如今依
托“农业+”叠加新的产业形态，进一步
延展产业链，为农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

不仅如此，嵊州大力推进“嵊情家
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振兴越乡龙井、
嵊州香榧、嵊州桃形李、嵊州小吃等品
牌，全链条全维度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乡村振兴，大有可为。值得一提的
是，如今民宿也成为嵊州聚力打造的一
张金名片。崇仁镇充分利用党建联建
契机，会同绍兴文旅集团、嵊州商旅集
团，共同谋划推进温泉湖·花筑村文旅
项目，将村闲置资产、村民闲置房屋和
部分民宿进行统一规划、分块设计，实
现优质文旅资源的集中化持有管理，整
村推进高端民宿集群。

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分好蛋糕。
按照“政府托底、企业主体、市场化运
作”的方式，嵊州将崇仁镇12个经济相
对薄弱村一体化纳入共富体系，直接分
享文旅乡村振兴收益，同时激励村民在
文旅产业就业，实现村民创收，更大范
围实现村集体、村民全面致富。

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用美景提升
乡村旅游热度，这是一场向美而行的精
彩蝶变。可以想象，不久之后，温泉湖
村将逐步形成以花筑村为核心、村级民
宿为补充的复合型产业集群，并带动崇
仁古镇、五龙潭大峡谷、钳口荷花基地、
石林花海等打卡点，增加游客的停留时
间，预计年接待量将达到30万人次，年
经营性收入突破 2000 万元，带动村民
就业200人以上，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
100万元。

富乐嵊州，赋新和美乡村价值链
陈潇奕

嵊州市小昆村嵊州市小昆村 （（图片由王树华提供图片由王树华提供））

今年以来，嘉兴桐乡市石门镇重
点围绕新项目、新企业，通过组建微信
群、密切走访、举行沙龙等方式，帮助
新引进企业迅速融入本地的产业链、
生态圈，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亏政企联络员牵线搭桥，让我

们省去了长途奔波，还节约了成本。”
最近，浙江敷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很欣慰，公司主要生产医疗用品，
过去为了采购包装用品要跑上数百公
里，每年物流和人力等综合成本达
300 多万元。石门镇政企联络员得知

情况后，帮助他们就近找到供应商，节
约了采购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
力。

问需于企，精准解题。在这场看
似简单的供应商更换背后，反映着石
门镇产业链协同服务平台发挥的巨大
功效。今年 2 月，为进一步畅通政企
沟通渠道、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石门
镇签约聘任了一批政府部门负责人和
企业家代表为“政企联络员”，以切实
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第一时间获悉企业在发展中的需求，
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新生代企
业家的茁壮成长和实现石门“工业强
镇”目标注入新动能。

“了解企业的需求是我们‘上门’
服务的第一步。”石门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更广泛收集企业需求，切实解决
困难，该镇定期组织部门和企业负责
人召开政企恳谈会，部门现场领办企
业提出的问题，并就企业生产经营中

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安全等方面进
行针对性指导。

数字赋能，助力企业诉求直达快
办。石门镇利用大数据手段，综合“企
业服务直通车”、通讯软件、日常走访
中收集的问题，采取单个问题单独解
决、共性问题集中解决的方法，靶向服
务解决企业难题。具体问题专人处
理，企业线上提交诉求，线下部门安排
专人上门处理，力争做到从“最多跑一
次”变为“一次都不跑”。共性问题集
中解决，通过梳理汇总，整理出企业

“共性问题清单”，召集企业进行集中
解决。

从立项审批到厂房选定，从人员招
聘到政策咨询⋯⋯石门镇“政企联络
员”针对“双招双引”和营商环境优化制
定了明确的“责任清单”，要求顶格接收
信息、顶格办理业务、顶格解决问题，把
握好一条基本原则：在最短时间利用好
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捷优势。

此外，石门镇还创新推出“书记来
敲门”机制，将现有的两个工业园区分
为 6 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年轻
干部为网格长，再搭配一名经验丰富
的老同志为网格员协助，全镇各条线
分管领导全部配对到网格。从镇领导
到网格员再到企业，形成一整条“包干
工作链”，企业一般问题由网格长解
决，困难问题由领导出面协同解决，服
务企业成了石门镇所有条线共同参与
的工作。

“依托产业链互助对接，我们希
望更精准地解决企业的诉求，从而形
成良性互动的生态圈，帮助新落户企
业在融入生态圈后，快速成长壮大。”
石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紧紧围绕主导产业链的强链、补链、
延链，持续推进产业链互助对接，加
快实现本地优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打造产业集聚，让物理集聚催生化学
效应。

（图片由桐乡市石门镇人民政府提供）

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担任“政企联络员”

桐乡石门探索精准助企新模式
石景嘉

石门镇举行政企恳谈会

石门镇“政企联络员”签约仪式石门镇“政企联络员”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