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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安
县县

财政“供血”“输血”“造血”三端发力

打造淳北道地中药材共富共同体
施 翼 吴勇明

财政“供”“输”“造”
三端一体发力

淳安是浙江省典型的山区县，秀美
千岛湖，山水绝版，但实现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困难重重。一方面，农民增收难，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大。另一方面，淳安
财政资金投入聚集度不够，生命周期性
不足，绩效持续性弱。

以淳北片区为例，2020 年至 2022
年，淳安财政对淳北片区产业发展投入
分别为 2.58 亿元、2.6 亿元、2.7 亿元，但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却仅为 5%，低
于省市平均值。

淳北片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总面
积 达 11 万 亩 ，占 全 县 中 药 材 面 积 的
85%，产值达 6 亿元，是“淳六味”道地中
药材的核心产区，其中临岐镇更是素有

“浙西药王谷”美誉。药材能赚钱这件

事，早就被临岐镇以及附近村庄的村民
所认知，这也是淳北中药材产业发展的
民间共识。

围绕“药香”念好致富经。2022 年 6
月，淳安县成立了以临岐镇、屏门乡、瑶
山乡、王阜乡和左口乡五个乡镇为主的

“一核五区”高能级中药材区域联盟，借
助淳北乡村振兴联合体，为实现“药香”
产业全面起势提供强力支撑。

共富驱动、改变路径。淳安县财政
局以此为契机，变财政投入“供”端发力，
为“供”“输”“造”三端一体发力，打破原
有财政只保障资金的固有模式，改变“顾
头不顾尾式”补助。

淳安财政坚持按照“大三农”政策体
系，构建以项目集聚政策为先，尤其是加
强跨部门、跨行业相关政策的统筹力度，
制定出台新的淳北片区中药材产业补助
政策7条，奖励政策3条，统筹政策、资金
支持“一镇四乡”奠定坚实产业基础，携
手探寻共富密码。

与此同时，在“供血”端加强财政资
金统筹力度。淳安财政以三年为一周期
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整合财政支农资
金 1.36 亿元，其中包含特别生态功能区
建设项目专项扶持资金 3000 万元、杭州
市指导性任务 2850 万元、浙江省林业林
下共富专项资金 3000 万元和县级生态
农业产业政策资金 4800 万元，全力推动
淳北片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走深走实，有
效解决了财政资金聚集度不够的问题，
达到财政资金“1+1>2”的效果。

创新财政支农资金
投入机制提绩效

自2022年6月淳北乡村振兴联合党
委成立以来，淳安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发
扬淳北中药材产业资源特色和推动中药
材产业发展为主线的总体规划，锚定“三
业促三增”目标路径，集中财力和政策，
多渠道整合资金，探索创新财政支农资
金投入机制，在提升财政资金绩效的同
时，努力形成合力共推的发展格局，推进
淳北区域共富提速增效。

在“输血”端，创新财政补助方式。
在淳北片区 1.1 万亩林下黄精试点基地
率先试点财政资金“拨”改“投”“补”和

“贴”。“拨”改“投”即探索把补助资金作
为投入本金，对中药材基地的基础设施
进行建设和完善，主要采取“保底+分成”
合作投资方式。“拨”改“投”模式下，村集
体经济可新增租金收益446.8万元，老百
姓务工收益 2827.3 万元，带动周边农户
就业近千余人，5年后可为村集体经济新
增分成收益4731.6万元。通过这一新型
财政资金补助模式，2023 年先行试点的
临岐镇村集体经济已新增经营性收入
40.35万元。

“补”和“贴”即为对从事中药材种植

的经营主体继续进行直接补贴或对从事
中药材销售、加工的经营主体通过全额
贴息贷款的方式进行补助，现已通过财
政贴息 120 余万元，惠及中药材二产和
三产经营主体百余户，撬动贷款 3780 万
元。

此举既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也壮大
了村级集体经济。2023 年淳北片区村
集体、农户均实现增收，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9007 元，同比增长达 8%，首次高
于省市平均增幅，增加务工收入 4100 万
元，辐射带动村民就业千余人，61个行政
村实现经营性收入3308.41万元，同比增
长 11.7%，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首次缩小
至2.0以内。

发力“财助多体共富”
富产业增信心

基于此，这几年来淳安县财政局变
单向发力“财助共富”为“多体共富”。在
造血端，通过构建联合体、产销体、帮共
体，打造多体共富模式，财政资金效益持
续发挥，真正实现促农增收奔富。

坚持围绕“村民企”共富目标，实施
“流转得租金、入园挣薪金、经营赚现金、
入股享股金”的农民增收“四金”模式，成
效初显。淳安县成立淳北大党委联合体

统筹推进淳北中药材产业发展，集聚政
策和资金一盘棋谋划。推进片区式抱团
结盟共富载体建设，构建“乡镇强村公
司+村级富民公司”运行体系，探索“公
司+合作社+农户”产销联结机制，2023
年累计收购山茱萸、紫菊、黄精、干货300
吨，价值 1700 余万元。探索乡村共富飞
地模式，指导国企在临岐镇梅口村建设
共享种苗基地，该基地作为各村低收入
农户务工的主阵地，实现收益共享。

打造淳北道地中药材共富共同体，
既富产业又增信心，“药香四溢”共富路。
推动淳北中药材一产做大，2023 年新增
中药材基地和农户种植面积 1.85 万亩，
新建 0.73 万亩林下标准地，扎实推进种
植基地建设。促进二产做强，引进浙江中
医药大学中药饮片厂和多家中药材公司
投资 8000 余万元，千岛湖药香满园。带
动三产做活，积极研制淳六味新产品，推
行“淳药+健康”模式，发展药食同源，开
发药膳产品，做好三产融合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淳北片区人
均存款 3.61 万元，高出全县平均万余元，
极大地增强了当地百姓的发展信心。

山林变药谷，草药富农家。山茱萸、
覆盆子、前胡、黄精、重楼、三叶青，这六
味中药材，不仅成为淳安的“健康果”，也
成为淳安人的致富之路。

以湖兴县、以山富民，作为百亿富林
工程的重要板块，淳安道地中药材和中
医药产业前景可期，淳安县财政力量大
有可为！

极境淳安，道地百草。当阳光穿透薄雾照进山谷，杭州市淳安县淳北片

区的万亩药田逐渐“苏醒”。夏日，走进淳安县临岐镇万亩中药材共富标准

地里口村区块，放眼 500 亩山林，漫山遍野的山地连片种植着黄精，绿叶枝

上花朵串串，似风铃般随风摇曳⋯⋯

近年来，淳安县财政局在“供血”“输血”“造血”三端发力，做好“药香”文

章，打造淳北道地中药材共富共同体，倾心浇灌淳北“共富药田”。每年安排

1800万元擦亮“千岛农品”金名片，淳北片区在利用好“千岛农品”公共品牌

基础上，依托淳六味道地中药材地域优势，造就“淳六味”淳北中药材品牌。

通过财政补助机制创新，积极助力淳北“药乡”开出“三业促三增”良方，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推动产业、促进就业、盘活家业“一举

三得”，蹚出了一条促进村集体、老百姓、低收入农户实现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淳安县临岐镇全景淳安县临岐镇全景

淳安县淳北区域药膳产品

（图片由淳安县财政局提供）

黄精九蒸九晒制作过程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 2024 年浙江省委“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

加强建设的“三支队伍”之一。位于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开化县，以干部

执行力为切口，要求把“一般不过夜，最多过一夜”“变不可能为可能”“服

务到不好意思为止”三种工作理念融入干部队伍建设和干事创业的方方

面面。

今年6月，开化县城市有机更新朝阳片区征收完成所有房屋腾空，这是

当地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为城市发展腾出空间的重要举措，在三种工作理

念的引导下，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工作组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挨家挨户做工

作，推动华埠镇有史以来体量最大、涉及群众最多的征收工作顺利收官。

开化县城市有机更新朝阳片区征收实现100%房屋腾空

干群齐心推动城市蝶变干群齐心推动城市蝶变
于 山

“一般不过夜，最多过一夜”
日夜兼程，跑出加速度

走进朝阳片区，机械轰鸣，房屋拆
除工作已经进行。不远处，安置新村的
建设也有条不紊展开。“等新房子造好
后，要种上花，小区里还有健身器材。”

不少村民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
朝阳村位于马金溪畔，地处开化老

县城和华埠镇之间，属于开化主城区发
展的规划空间。其中存在部分农民房
屋破旧、间距狭小、生活功能区不足等
问题。每年汛期，马金溪水位上涨易导
致村庄内涝，改善居住环境是朝阳村村
民一直以来的期盼。

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拓展城市建设发展空间，
实现群众多年来的期盼，2023 年，开化
县启动城市有机更新工作，朝阳村迎来
了蝶变的机会。

2023 年 2 月 14 日，开化抽调县级
各机关单位，以及华埠、桐村、杨林等乡
镇的干部100多人，在朝阳村现场成立

“开化县城市有机更新朝阳片区征收工
作指挥部”，在现场办公、在一线解决问
题，第一时间响应群众诉求。

讲政策、干农活、拉家常⋯⋯是指
挥部干部的日常写照。白天找不到人，
干部采取白天电话预约、夜晚应声入户
的办法，做到需求意见征询到位、急难
愁盼解决到位，确保民忧最小化、民利
最大化。

从征收启动后，指挥部就明确：一
般问题即查快改，工作组能解决的立即
解决、当天答复；需要指挥部研究后解
决的，指挥部当日研判、次日答复；涉及
政策方面的问题，政策组隔日集中研
判，形成意见后提交县级层面决策。

“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只要村民
有需要，就有他们的身影出现。‘白加
黑、五加二’是常事。”指挥部负责人说。

“变不可能为可能”
全力以赴，群众期盼变现实

今年 3 月 20 日，是朝阳片区征收
房屋签约首日，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征收干部逐渐忙碌起来。7 时许，
已有许多村民等待签约，并在征收干部
的指导下核对相关材料。

早上 8 时，签约正式开始，村民满
怀期待地陆续走进签约室，现场井然
有序、温暖有情。经过不懈努力，前 62
小时完成签约 80%、6 天突破 90%，最
终在签约期限内圆满完成100%签约。

结果喜人，其实难度超过想象。从
2012 年朝阳村启动低丘缓坡征地起到
这次房屋征收，时间跨度 10 余年，期间
先后 4 次启动征收工作，因种种原因搁
置。再度启动征收工作，如何再次建立
群众的信任，推动征收工作双向奔赴，
是摆在征收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支可靠的干部队伍始终是攻坚
克难的保障。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
部、干部看领导，一级跟一级、一级带一
级。建立一支让老百姓信任的队伍，开
化县成立了朝阳片区征收工作指挥部，
下设 6 个工作组和若干个专项小组，每
个工作组由一名县领导挂联，组长由包
干乡镇主要负责人担任，6 个乡镇共计
有124名干部参与其中。

由于各工作组涉及农户数量较多，
其中最大的网格 109户，组内再实行网
格划分，同时明确每名干部联系 3 户至
5 户农户，形成“平时专人联系、战时组
团服务、网格比拼竞赛”的工作格局。
在开化县负责人的带队下，逐户走访，
并实时交流工作进度，通过“日晒、周
考、月评”比进度，及时解决征迁工作存
在的疑难问题。

以真诚换信任，以真心换真情。征
收工作关系重大，归根结底要获得群众
的支持和配合。一位干部负责的网格
中，尽管有 9 名农户长期在外，但秉承

“工作在平时，在家要上门，在外要电
话”的服务理念，通过电话沟通，聊家
常、讲政策、解疑问，将指挥部的最新政
策和最新消息第一时间传达给在外农
户，得到了农户信任和认可，在外农户

返乡后也会第一时间通知联户干部。
安置新村建设进度是群众最为关心

的问题。从规划设计起，新村就多方征
求群众的意见，并根据村民的建议调整
优化，随着安置地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施
工阶段，村民对征收工作也更有信心。

如今，每日清晨，总有村民站在安
置地建设项目旁，望着忙碌作业的机
械，眼中满是期待与展望。

“服务到不好意思为止”
服务群众，做通工作
入户、评估、签约、腾空、拆除，还有

将来的选房和入住，从一开始进门难，
到群众积极主动配合，一步步走来，指
挥部的干部有2个很深的感触：

“原先我们上门做工作、讲政策，上
门很多次，进展不大。村民不愿听我
们，那是自己的服务没有到位。”

“不论多久，不论多晚，也不论多
远，只要我们的服务能让群众满意，政
策能够讲透彻，都是值得的。”

服务群众，以群众利益为重，是做
好群众工作的金钥匙。征收涉及方方
面面，如何帮助群众算好这笔账？为了
帮助在外地的农户了解政策、签订协

议，工作组“四上杭城”、深夜 12 点赶赴
南京、驱车 9 小时直奔湖北等，经过多
轮协商、持续数小时的商谈，帮助算好
一笔笔环境账、便利账、经济账，最终令
农户满意并签下协议。

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更收获真诚
的情谊。征收干部是本着“服务到不好
意思为止”的精神，主动帮忙干农活、销
售农产品、调解家庭矛盾、红白喜事慰
问、看房选房搬家等，只要农户有需求，
都随叫随到、服务周到，很多干部最后
都与农户成了交心朋友。

在朝阳片区征收工作当中，这样的
贴心服务事例比比皆是：有的帮助困难
村民寻找出租房源过渡；有的当起了

“老娘舅”，调解村民的家庭矛盾。
“能化解家庭矛盾，是好事，不仅仅

是为征收工作，家和万事兴。”征收干部
夜以继日，不辞辛苦“服务送上门，政策
讲到家”，最终换来了 100%签约的优
异成绩。一位村民说：“我们自己的事
给干部添麻烦了，我们也不好意思。”

干群鱼水情深、水乳交融。“以后住
进的新房子，环境肯定比现在好，以后
要常来我新家坐坐。”在忙碌的朝阳村
现场，一位村民热情地对干部说。

（图片由开化县华埠镇政府提供）

工作组干部主动帮忙干农活工作组干部主动帮忙干农活

新朝阳片区效果图

工作组干部工作组干部（（左二左二））帮助村民腾空房屋帮助村民腾空房屋 建设中的朝阳新村建设中的朝阳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