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移集聚
拥抱“县城之春”

进入城镇化的下半场，县城正迎来
春天：2023 年，淳安入选全省首批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试点，在提
升县城承载能力上有了先行先试的
机遇。

“城，所以盛民也。”新型城镇化的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过，尽管淳安
的城镇化率超过 50%并逐年上升，但离
省市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二元
结构明显，人口密度低。

如何拥抱“县城之春”？实施农民转
移集聚惠民安居工程，成为淳安推动以
城带乡的重要一招。

今年以来，淳安越来越多的村民成
为“城里人”，实现“安居梦”。比如，“下
山”了的威坪镇贤茂村柿坪自然村村民
吴以兄，就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期待，

“我们一家在千岛湖镇用‘安居券’买了
一套新房子，不仅优惠力度大，房子品
质也不错。等交房后，就能搬进县城
咯！”

“下山上楼”，融入宜居城镇，正在淳
安多点开花。“前期，涉及全县 7 个乡镇
12个自然村的两批试点工作已完成。今
年，我们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一镇一方案’，继续分批进行农民转移
集聚工作，预计年底转移集聚人口 3500

人。”淳安县转移集聚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计划到 2026 年，淳安将转移集聚
约 1 万人，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上实现“七优享”。

在淳安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看来，县城想要“强身健体”，高质量推
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是
核心任务。“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两轮’驱动，引导城镇人口和产业集
聚，进一步推动农业人口转移和市民
化，将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就近
城镇化和就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该
负责人说。

创新发展
打造“三体”新模式

淳安因湖而兴，亦为湖所限——全
域 87%以上的面积都位于饮用水水源
一、二级保护区，可发展空间高度碎片
化。多重限制之下，淳安立足实际，创
新发展思路，探索与实践“三体”新模
式，即乡村振兴联合体、产销共同体、
新型帮共体，在绿水青山间氤氲新动
能。

“2019 年，我们与周边 24 个村抱团
成立了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平台共
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下
姜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说。

如今，大下姜已从 25 个村扩展至 63
个村和 1 个社区，发扬先富帮后富精神，
带动周边奔向共同富裕。而乡村振兴联
合体也在淳西南、淳北片区落地生根，分
区域发展特色产业。如大下姜形成下姜
片培训旅游、铜山片中药材、夏峰源红高
粱、白马源农特产品等四大特色产业带；
淳北重点发展中药材产业，建立中药材
种植基地 13 万亩；淳西南抢抓亚运风
口，发展旅游休闲体育运动产业。

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
通道，2022 年淳安与明康汇“牵手”，构
建“百村万亩亿元”产销共同体，架起“菜

园子”和“菜篮子”间的桥梁。2023 年，
淳安“产销共同体”种植各类蔬菜 6026
亩，产值超2400万元。

解锁山区县的“共富密码”，充分发
挥优秀民营企业的帮扶作用，淳安王阜
乡胡家坪村与滨江集团结成“村企新型
帮共体”，打造综合型高品质旅游项目。
原本偏远的高山村华丽转身，成为新晋
旅游胜地，并带动当地就业 200 余人。
2023 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90.59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9%。

此外，淳安大力实施“农业双强”行
动，主攻茶、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发展水
果、蔬菜（食用菌）、水产、蜂蜜、蚕桑等特
色产业，培育“千岛农品”区域公共品牌，
推进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推进高效生
态农业强县建设。

招引人才
实施“新农人”培育行动

今年初，淳安发出“乡村共富合伙
人”的“邀请函”，为汪家村农旅观光带、
孙家畈听松民宿等 10 个项目寻找心仪
的乡村运营团队和职业经理人。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让各类人才
在广阔天地更有作为，今年来，淳安大力
实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截至 5 月
底，已完成现代“新农人”培育2625人。

千岛湖畔，一座名为“千岛之心”的
灯塔火出圈，这背后正是淳安“新农人”
的探索。“这个项目是由 5 个年轻人共同
筹划，提供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啤酒、音
乐等业态，打造灯塔博物馆、灯塔咖啡
等，在5月1日正式上线。”项目负责人谢
飞介绍，今年“五一”假期，该项目日均接
待游客 4000 余人次，日均咖啡、啤酒出
杯量1500余杯。

如何让更多“新农人”纷至沓来？“锚
定‘三支队伍’建设的淳安实践，我们将
打造‘千岛农客’‘千岛农企’‘千岛农技’

‘千岛农品’四位一体标志性成果，同时
从项目、资金、培训等方面做好农业人才
全方位服务保障，助力‘新农人’成长。”
淳安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现
已有 10 个乡村运营团队入驻千岛湖沿
线 10 个村，12 名高端技术人才成为“千
岛农客”，为当地注入新动能。

建立集引、育、用为一体的“淳式”人
才培育体系，淳安持续壮大“新农人”整
体队伍：做优乡村职业经理人引育、大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乡村技能人才
培育、深化培育其他乡村人才⋯⋯既招
贤纳士，也培育本土“金凤凰”。

登高方能望远。接下来，淳安将以
更宽视野、更大包容为“新农人”创造良
好创业就业环境，把农村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培
育更多的中药材“新农人”、茶叶“新农
人”、文旅“新农人”、书画“新农人”等，全
面助推淳安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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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改革创新 深化“千万工程”

淳安：走好强村富民新路 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
王柯宇 汪雪梅 吴茂东

伴随清晨第一缕阳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杭州淳安县枫树岭镇

下姜村烟火气升腾：村民、游客、新农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里相

聚，充满生机和活力。随着“千万工程”的推进，这个曾经村民以砍柴为生的

山村，实现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下姜村的发展，好像一滴水，折射出全省农村发展的整体状况。不止下

姜，作为全省唯一的特别生态功能区，淳安巨大变迁的背后，更是杭州乃至

全省“千万工程”的生动体现。

2023年以来，淳安重点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三农”发展的根本动力，统筹推进农村改

革系统集成，走出强村富民的“淳安路径”。

（图片由淳安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淳安淳安““新农人新农人””助力灯塔咖啡火出圈助力灯塔咖啡火出圈
杨波杨波 摄摄

淳安乡村风貌

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赋能“田立方”农业新动能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农业农村领域
既是重点难点，更是潜力所在。“为避免
耕地抛荒，我们在去年 8 月立秋前后还
抢种了一季水稻，并于 11 月底完成收
割，最高亩产也有 700 斤左右。”田立方
负责人郑涛涛介绍，在这次尝试中，他
发现土壤改良后亩产可以达到 1200 斤
以上，因此对复耕土地开展了专项拣石
及肥力提升，今年将采用一季中稻，一
季油菜、小麦及蔬菜轮作的种植模式科
学开发复耕土地。

目前，水稻的种植已全部完成，首
批种植的秧苗已经返青，绿意盎然，城
市绿肺雏形初现。预计 10 月上旬将会
迎来丰收，届时，2000 余亩的田立方·临
平未来农场将成为一块巨大的“金色地
毯”。

除提高亩产外，田立方更注重以科
技赋能，为农业农村发展蝶变引动能。
太空农业、雾耕农业、智慧农业等一大
批新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我们
聘请了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
专家作为太空农业项目总策划，打造浙
江大学太空育种科技创新推广基地，雾
耕和太空农业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提高
传统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田立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田立方还引入了元宇宙、区
块链等技术，以此打造田立方园区智慧
运营管理系统，不仅能提升农业产值，
还将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为实现区域共富添砖加瓦。

去年，乔司街道党工委牵头联合浙
江省农发集团、乡投集团、浙江大学生
态规划及景观设计研究所，以“一核引
领+智慧赋能+时尚运营”的模式，多方
联动组建“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共富
工坊。

通过党建联建，乔司街道将利用互
联网数字平台的优势，整合周边农业资
源，打造“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百姓参与、信息共享、专业服务”的
特色项目，帮助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增产
增收，切实搭起村、企、民共富之桥。

开发留用地“双赢”新探索

全域土地整治大范围征迁后，导致

部分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缩减，如何开
发建设村级留用地关系到村民的切身
利益。

乔司街道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共涉
及朝阳村、葛家车村等 6 个村 2000 多
户 农 户 ，整 治 区 域 总 面 积 超 一 万 亩 。
大范围征迁后，如何开发利用好村留
地 项 目 、找 到 村 集 体 经 济 新 的 增 长
点，也成了征迁群众最为关心的话题
之一。

2023 年起，乔司不断探索村级留用
地“组团”开发，乔司职高东扩项目、三
角村及胜稼村村留地开发商业综合体
项目等能切实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的村级留用地开发项目正式开工。

“我们村联合街道其他三个村成立
了强村公司，利用村级留用地指标自主
开发建设乔司职高东扩项目，项目完工
后 预 计 4 村 合 计 实 现 年 收 益 4000 万
元。”在永和村党委书记范利平看来，这
是村集体经济增收与公共服务事业发
展的“双赢”，也是临平区民生事业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临平区不断加强和规范村
级留用地管理，发布村级留用地管理政

策，明确了额度换房产、额度货币化回
购和统筹开发等模式。在开发留用地
的过程中，临平区对需要综合研判的留
用地项目主动上门服务，动态跟踪工作
进展，有针对性地提供业务指导，切实
发挥留用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
用。

目前，乔司街道通过创新“用地额
度+资金投入”融合发展模式，已开发投
用村级留用地 68 亩、在建 188 亩，同时
正在积极谋划争取全域整治后新增村
留地指标落地，重点开展指标置换优质
房产，这将成为促进乔司村级集体经济
大幅增长的新引擎。

实事暖民心 惠民再“加码”

随着全域土地整治的推进，当村民
变为居民，乔司正不断以实事为民生服
务“加码”。今年以来，乔司街道响应临
平区高水平建设“数智临平·品质城区”
的总发展目标，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全
力提升民生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更多
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老年食堂就开在家门口，走两步
就到了，刷脸刷卡都可以，有时我不方
便出门，食堂还能配送上门，这些服务
太暖心了！”家住乔司街道吴家村的李
奶奶竖起大拇指。

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吃饭难”
问题，街道依托老年助餐“全城通”项
目，老年人在各集中配送餐中心、老年
食堂、助餐点，使用“卡、码、脸”任一方
式，即可就近吃饭。

当前，乔司街道按照养老助餐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先后建设含老年食堂功能的
街道级集中配送餐中心 2 个、老年食堂 1
个、助餐点 8 个，基本达到老年人助餐体
系村（社）“全覆盖”，实现了老年人在“15
分钟生活圈”至少享受1种助餐服务。

除了生活物质上的富足，乔司街道
深挖文化底蕴、深耕精神沃土，让群众
的精神同步“富”起来。去年底，建筑面
积约 1000 平方米的乔司老茶馆完成改
造焕新，成为乔司提供便民服务、开展
文化交流的崭新平台，居民们“重返”老
茶馆，喝喝茶、会老友，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

此外，乔司街道将红色文化资源进
一步转化为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红乔
根脉展示馆启用后，被授牌成为青年团
员教育基地。以正能量发声的宣讲“金
招牌”——乔司“好声音”迈入第 11 年，
正持续发挥好党和群众之间的“连心
桥”作用，把文化“讲”进老百姓心坎。

俯瞰乔司全域，都市田园生机蓬勃，产
业建设势能澎湃，文体惠民空间星罗棋布，
一幅共富共美的乔司画卷正徐徐展开。

临平乔司：全域土地整治绘出共富共美城东新中心
邵天懿 修家荫

春耕刚过，杭州市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的稻田尽显生机，秧苗整齐排

列，娇嫩的叶片绽放着新绿，随着微风轻轻摇摆，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铺展

开一片田园“绿洲”。

乔司街道位于临平与杭州中心城区枢纽的交界处，是打造城东新中心

的核心区块，自 2021 年全域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的号角吹响后，已完成征

地约8500亩、土地复耕2648亩。碎片化的耕地被连接成片，产业空间得以

提质，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乔司已然迈向“后全域整治时期”。

随着区块空间的重塑，如何做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半篇文章，实现产

业发展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让居民生活更加富美？乔司街道正以农业筑

底，盘活集体经济，切实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全力打造共同富裕新样板。

乔司职高东扩项目效果图乔司职高东扩项目效果图

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

乔司老茶馆

（图片由临平区乔司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