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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打造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共富新模式

下好标准引领下好标准引领““先手棋先手棋””
浙江全力探索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新路径浙江全力探索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新路径

顾志鹏顾志鹏 夏夏 燕燕

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
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立柱架梁立柱架梁””

凡事预则立凡事预则立。。试点建设启动以来试点建设启动以来，，浙江主动做浙江主动做
优顶层设计优顶层设计，，为试点建设为试点建设““立柱架梁立柱架梁”。”。

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建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建
立省部标准化合作机制立省部标准化合作机制，，集聚省部资源合力推进标集聚省部资源合力推进标
准化改革创新准化改革创新。。省政府成立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省政府成立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
略领导小组略领导小组，，1111个设区市政府设立标准化议事协调个设区市政府设立标准化议事协调
机构机构，，协调推动标准化创新发展协调推动标准化创新发展。。同时同时，，将将““先进标先进标
准数量准数量””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把把““标准化标准化
建设建设””纳入全省综合绩效考评内容纳入全省综合绩效考评内容，，开展对省级部开展对省级部
门和市县党委政府的标准化工作考核门和市县党委政府的标准化工作考核。。

试点建设过程中试点建设过程中，“，“省市县一体推进省市县一体推进””不啻为一不啻为一
条重要路径条重要路径。。

20232023 年年 33 月月，《，《浙江省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浙江省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
点工作方案点工作方案》“》“出炉出炉”。”。紧接着紧接着，，全省全省 2525 个地方率先个地方率先

开展省级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开展省级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锚定锚定““创新开放创新开放、、质质
量效益量效益、、协调共享协调共享””三条赛道三条赛道，，全力探索以标准引领全力探索以标准引领
区域和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区域和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试点建设过程中试点建设过程中，，浙江积极提高服务效能浙江积极提高服务效能、、推推
进规范发展进规范发展、、强化人才激励强化人才激励，，不断增强标准化发展不断增强标准化发展
支撑支撑。。

激活新动能激活新动能
制度供给制度供给““靶向发力靶向发力””

制度供给是试点建设的驱动力所在制度供给是试点建设的驱动力所在。。聚焦制聚焦制
度供给侧改革创新度供给侧改革创新，，浙江主动提升制度供给水平浙江主动提升制度供给水平，，
营造有利于推进试点工作的制度环境营造有利于推进试点工作的制度环境。。

在标准创新奖励制度上在标准创新奖励制度上，，设立全国首个省政府设立全国首个省政府
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创新贡献奖，，率先构建省市县标准创新贡献奖率先构建省市县标准创新贡献奖
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在全国首开先河在全国首开先河，，探索实施标准融资增探索实施标准融资增
信机制信机制。。围绕构建完善的发展评价制度体系围绕构建完善的发展评价制度体系，，每年每年
对对 55 万多家企业开展标准化统计监测万多家企业开展标准化统计监测。。在杭州在杭州、、绍绍

兴兴、、台州等地开展专利融入标准试点台州等地开展专利融入标准试点，，全力推动科全力推动科
技创新技创新、、标准研制标准研制、、产业提升协同发展产业提升协同发展。。

激发新活力激发新活力
体系锻造体系锻造““迭代升级迭代升级””

锻造新型浙江标准体系是试点建设的应有之锻造新型浙江标准体系是试点建设的应有之
义义。。试点建设开展以来试点建设开展以来，，浙江持续推动标准体系迭浙江持续推动标准体系迭
代升级代升级。。

全省制定发布标志性产业链全省制定发布标志性产业链、、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七优七优
享享”、”、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生态环保等 4040 余个标准体系并抓余个标准体系并抓
好落实好落实。。

着力提升国内国际标准参与能力着力提升国内国际标准参与能力，，累计牵头制累计牵头制
定国际标准定国际标准 5555 项项、、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28192819 项项。。发展壮大团发展壮大团
体标准体标准，，600600 余家社会组织公开团体标准余家社会组织公开团体标准 70227022 项项；；
率先探索率先探索““标准标准++认证认证””模式打造区域品牌模式打造区域品牌，，发布实发布实
施施““浙江制造浙江制造””标准标准 35983598 项项。。放开搞活企业标准放开搞活企业标准，，66
万余家企业自我公开标准万余家企业自我公开标准 3333 万余项万余项，，全国排名第全国排名第

二二；；全国首个出台标准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细则全国首个出台标准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细则，，
率先培育一批标准创新型企业率先培育一批标准创新型企业。。

构筑新优势构筑新优势
开放能级开放能级““跃升有道跃升有道””

浙江通过推进重要组织浙江通过推进重要组织、、重点平台重点平台、、重大项目重大项目
建设建设，，不断提升开放能级不断提升开放能级，，全力塑造标准国际化新全力塑造标准国际化新
优势优势。。

承担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承担电子商务交易保障、、小水电等国际标技小水电等国际标技
委委，，实现浙江零的突破实现浙江零的突破。。省部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省部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圆满承办圆满承办 22 届金砖国家标准化部长级会届金砖国家标准化部长级会
议议。。制定实施制定实施22轮标准联通共建轮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行动计行动计
划划，，连续连续 77 年共同举办义乌国际小商品年共同举办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标准））博览博览
会会，，服务浙江产品服务浙江产品、、技术和服务技术和服务““走出去走出去”。”。

深化标准国际化专项行动深化标准国际化专项行动，，带动培育国际标准带动培育国际标准
组织注册专家组织注册专家 116116 名名，，国际国际 TCTC、、SCSC 主席主席 44 名名，，提出提出
国际标准提案国际标准提案2020余项余项。。

滨江标准集成服务平台

风从之江来风从之江来。。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浙江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浙江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20232023 年年 77 月月，，组织组织 2525 个市个市、、县县（（市市、、区区））政政

府开展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府开展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构建形成构建形成““11+X+X””试点推进机制试点推进机制。。

一路走来一路走来，，试点建设以贯彻试点建设以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浙江实施意见为主线及浙江实施意见为主线，，通过优化顶层设计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创新制度供给创新制度供给、、锻造标锻造标

准体系准体系、、提升开放能级提升开放能级、、夯实基础保障夯实基础保障，，全力推进标准化创新发展全力推进标准化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径。。

钱塘江畔，标准化创新大潮风起云涌。
如何打通企业在国际标准制修订、

标准创新资源获取、标准成果运用等方
面存在的堵点、难点？杭州市滨江区通
过建设集成服务平台，汇集标准数据、
服务以及政策资源，着力在专利融入标
准等领域开展试点创新，进一步发挥标
准化工作对企业创新的激发效用、对高
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据悉，滨江区通过在“上马石（企业
e 服务平台）”上搭建模块，着力实现企
业标准提案、立项、研讨、制修订、实施
和监测一站式服务、一链条管理、一类
事集成，有效破解企业标准研制路径不
畅、区内标准化服务资源短缺等难点堵
点，企业标准创新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

升。该标准化平台建成后，将立足滨
江，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试点做法入选
省委改革办“微改革”优秀案例，获评中
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省级制
度创新最佳案例，实现以标准集成服务

“小切口”取得标准国际化“大突破”。截
至目前，该区累计主导参与制订国际标
准52项，数量全省第一、全国领先。

主导制修订国际标准，落户国际标
准专业技术委员会，培育标准国际化人
才；在传统产业领域实施国际标准、国
外先进标准对标达标行动，深入开展专
利与技术标准融合创新改革试点⋯⋯

“国际滨”的标准化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滨江区：
聚力标准化“一件事”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滨江区：
聚力标准化“一件事”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怎样进一步打通“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转化通道？这是摆在生态大
市丽水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近年来，丽水市立足自身特色和实
际，强化标准化顶层设计、政策集成、能
力提升，以标准化引领探索山区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的丽水路径，持续增加优质
生态供给、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增进民
生福祉，强力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区建设。

2023 年，丽水市立足山系“共富工
坊”实践基础，先行先试，在全省率先制
定出台《“丽水山坊”（共富工坊）管理规
范》市级地方标准，系统完善“共富工
坊”标准要素，从党建联建、场地要求、
模式要求、运营要求、品牌管理等提出
科学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进一步推
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规范化、标准
化、品牌化建设，有效推动实现送项目
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送政策
到家。目前，全市已建成“共富工坊”
837 家，带动 6 万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年人均增收2万余元。

在全省率先开展共同富裕标准体

系建设，成功输出 35 项标准化成果；在
全省率先将标准化人才纳入高层次人
才认定范围，将标准制定纳入科技创新
券使用范畴；成立全省首个市级国际标
准化专家工作站，服务山区共富标准化
发展需求。

构建“大花园”标准体系，创新“标
准化+生态产业”模式，标准化提升公共
服务质效⋯⋯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标准化答卷在浙西南大地上徐
徐展开。

丽水市丽水市：：
以标准化探索山区共富新路径以标准化探索山区共富新路径

如何围绕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社会
治理等领域，将标准化工作的“红利”释放
在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

近年来，平湖市深入实施标准化战
略，聚焦产业发展，着眼民生需求，打造县
域标准化创新发展新模式。2023年，2项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验收，主导研
制省级、嘉兴市级地方标准 4 项，“浙江制
造”标准 8 项。今年 1 月，1 项国家级标准
化试点项目获批立项，标准化工作实现开
门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长三角分院落地
赋能，建立平湖市标准化项目和先进标准
培育库，20 个政府端标准化项目和 56 家
企业端标准入库，中标长三院逐项评估，

梯度培育推进。同时，建立长三角对标研
究中心数字化平台，集成标准相
似度查询、标准指标比对、标
准大数据分析、标准智能
编写、标准内容管理与服
务五大系统，平台标准
数据量达 160 万条，
探索标准服务产业
数字化路径。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平湖市制定并发
布了《平湖市快递包装
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发布全国首个《快递
包装制造企业绿色低碳供

应链管理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创造性地
将快递包装的绿色元素，从生产

企业延伸至产业链上下游，
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标准

空白。同时发布全国首
个《箱包产品分级分类

标准白皮书》，箱包
行业商贸流通专项
国 家 级 标 准 化 试
点项目高分通过验

收。
多项标准领跑全

国，平湖市走出了一条
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之

路。

平湖市：
标准强市 创新县域发展模式

推动共同富裕，关键在农村。标准兴
农，有助于“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
带动好”。

近 年 来 ，衢 州 市 衢
江区打造农业社会化
服务标准化助农模
式 ，立 足“ 做 大 蛋
糕、缩小差距”，不
断促进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走出了一条以标准化
推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成功路径。

标准引领，衢江区以标

准制定为切口，建立全省首个覆盖生产、
监管、信息、经营、金融五大领域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
系，破解“种不了地”“种不

好地”“种地收益不高”的
难 题 。 同 时 ，构 建 以
“研究机构+公司+社

会组织”为主体的
“三位一体”服务方
式，深化标准化向

产业链延伸的孵化
机制。

品牌赋能，打造“标
准 + 地 理 标 志 + 公 用 品

牌+企业品牌”的赋能机制，

提升产品附加值。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杜泽茭白”注册成功后，有效促进农民
增收，全区茭白年产值实现 3 年翻了一
番。创建公用品牌“衢江山农”，授权 55
家优质供应商，累计推广衢江区特色农产
品100余种，平均溢价超15%。

自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共富新模式
实施以来，衢江区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达
65.6%，农业增加值提高4.83%，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提高 27.25%。衢江区农业社
会化服务标准化项目荣获2022年浙江省
标准创新重大贡献奖。承接中小城市可
持续发展国际标准化试点等国家试点 3
项，“衢江样板”正多领域、多途径，向全省
乃至全国推广。

衢江区：
标准兴农 助推农村综合改革

农产品经营直播农产品经营直播农产品经营直播

签署浙沪两地标准计量
合作协议

签署浙沪两地标准计量签署浙沪两地标准计量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

““丽水山坊丽水山坊”（”（共富工坊共富工坊））
管理规范评审会管理规范评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