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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改革是重要法宝。

近年来，浙江省财政厅立足财政

职能，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通过

改革创新、系统集成、分类施策，充分

释放土地、资金、人才、科技、文化等

要素资源的兴产、强村、富民潜力，引

导农村农民共创、共建、共富、共享，

加快我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绿水青山间，一幅“乡

村美、农民富、百业兴、人文和”的美

好画卷正缓缓展开。

绿水青山间 勾勒村美民富画卷
省财政厅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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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集成资源要素

农村综合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省财政
厅通过优化政策供给、强化投入保障、促进资
源要素整合，为改革工作装上了强劲引擎。

提高财政政策“精准度”，为全省广大
乡村“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出台支持农
村综合改革相关政策，构建起点面结合、
普惠性和引领性兼顾的政策体系。持续
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建
立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机制，推动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新跨越；积极争取、
深入推进国家级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
试验，持续探索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大力支持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打造赓
续红色血脉的红色地标；不断探索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新机制，有效巩固和完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通过一系列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实现改革从局部探索、破冰突围
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发挥财政“牵引器”作用，省财政每年
安排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超 10 亿
元，引导地方通盘考虑试点目标、项目布
局、机制探索，最大程度释放农村综合改
革的整体效应。一方面，以财政资金投向
为引导，统筹涉农部门支持政策，打出政
策制度供给、资源要素保障、多方合力凝
聚的“组合拳”。如南浔区以湖羊、农文旅
等产业建设为纽带，统筹各部门在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文旅休闲等方面涉农
政策，实现政策集成落地。另一方面，通

过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引导多方力量
参与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建设。如德清县
积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助推美丽乡
村建设，依托省、县财政补助资金之力，引
进社会资本，形成开放型多元化投入机
制，各级财政资金共投入 4188 万元，撬动
社会资本超1亿元，形成了资金合力。

释放动能 促进村强民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农
村综合改革通过支持农业产业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为乡村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全
省各地依托各项农村综改试点，支持乡村富
民产业稳定发展，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
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有效推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激荡乡村发展活力。

如缙云县依托省级农村综合改革集
成建设项目，立足自身葡萄产业基础，坚
持市场导向、强村有为。通过优化提升葡
萄苗种培育、种植模式、加工销售等全链
条服务能力，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通过
成立乡土特色博士工作站，并与省农科院
合作申报博士创新站，培养“葡萄师傅”10
名，以技术驱动产业增效。同时，以现代
葡萄种植示范园为核心，融合红色文化、
博士文化等，拓展研学基地，促进了当地

农旅产业转型升级。
“强村富民”是乡村振兴壮美画卷中的

重要一幕。我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始终把
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增收作为
中心任务，鼓励各地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资
产、资源、资金等要素，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新机制，有效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同时，重点支持对农民增收带
动强的环节和领域，不断细化实化联农带农
机制，促进农民合理分享发展红利。

通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各
地探索总结了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
抱团物业型等十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2019 年底我省全面完成“消薄”任
务，截至 2023 年底，全省集体经济总收入
2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村基本
全覆盖，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行政村
占比 56%。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改革
样板。如松阳县以破解“本土农产品流通
渠道不畅、供需对接不精准、品牌知晓度
不高”等难题为方向，积极探索“政府引
导+乡村组团发展+社会资本参与+农民
分享收益”的新型共富联合体模式，创新
开设农产品展销共富店，打通“前方窗口+
中端工坊+后方基地”的发展链条，走出了
一条山区抱团发展的新路子。农产品展
销共富店开业以来，已累计销售农副产品

190 余万元，为共富联合体 5 村分红 24 万
元，带动 50 余户农户增收 10 万余元。截
至 2023 年底，共富联合体合计经营性收
入约300万元，同比增长15.29%。

改善民生 托举群众幸福

财政的“一池活水”，正润泽之江大地
的广袤农村。

省财政厅建立健全“农民筹资筹劳、
政府财政奖补、社会捐资赞助”的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多元投入机制，不断推进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农村综合改革各类项目
实施，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成为
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器”。

2009 年以来，每年在全省各地支持
建设村内公益设施 4000 个以上，建成了
一大批村民急难愁盼的村内道路、村容村
貌改造、坑塘沟渠等村内公益项目，有效
改善了我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千万民众
从中受益。

从发挥村级主体作用、节省项目投资
的“玉环经验”，到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减
量化无害化处理的农村垃圾分类管控“贺
田模式”，再到发展农村新业态推助美丽
乡村建设的“常山经验”等，全省各地充分
发挥农村综合改革的机制创新优势，推动

当地农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乡村治理体
系不断完善。得益于农村综合改革，萧山
区瓜沥镇梅林村联合周边 4 村创新数字
乡村发展机制，搭建健康、低碳、治理等专
题的 50 个数字应用“小切口”，有效便捷
农民就医及参与垃圾分类、庭院整洁、志
愿服务等活动，目前注册用户已达 4208
人，基本实现户级数字服务全覆盖；安吉
县潴口溪村曾经的臭水塘摇身一变成了
湿地公园，鸭蛋餐厅、花海大道等成为村
庄风景的新标志物；新昌县董村村借助财
政奖补资金，引导多方资本投入基础设
施、环境打造、旅游开发等建设项目，村庄
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综合改革是我省财政支农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省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惠农利农的民心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引擎。”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后续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五次
全会精神，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持
续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助力开辟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让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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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瓜 乡 有 盛 事 ，瓜 灯 耀 平
湖。

9 月 20 日，2024 平湖西瓜灯群
众 文 化 系 列 活 动 拉 开 帷 幕 。 今 年
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创
新 攻 坚·美 在 平 湖 ”为 主 题 ，举 行

“风华看今朝”“击鼓破云霄”“山水
映人情”三大篇章近 20 项活动。

“ 今 年 ，我 们 对 标 高 品 质 ，将
‘ 安 全、热 闹、节 俭 ’的 原 则 贯 穿 活
动 始 终 ，更 加 突 出 群 众 性 和 文 化
性 。”嘉 兴 平 湖 市 委 宣 传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纵 观 今 年 西 瓜 灯 群 众 文
化 系 列 活 动 ，除 了 经 贸 签 约、集 中
开竣工外，其他活动均为以群众为
主要参与者的文化活动，且活动时
间 大 多 安 排 在 中 秋 、国 庆“ 双 节 ”
之 间 ，横 跨 周 末 ，便 于 大 家 参 与 。
特 别 是“ 两 湖 一 街 区 ”，明 湖 区 域
安 排 了 为 期 3 天 的“ 文 旅 集 市 + 才
艺 展 示 ”全 民 文 艺“ 唱 ”享 ；东 湖 区
域上演水上主题互动演艺；南河头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则 将 西 瓜 灯 雕 刻 大
赛 与“ 龙 舞 九 彩 ”长 三 角 舞 龙 展 演
创 新 融 合 ，穿 插 汉 服 元 素 ，让 群 众
在“ 国 潮 + 文 旅 ”中 感 受 传 统 文 化
的独特魅力⋯⋯

此 外 ，作 为 本 次 西 瓜 灯 群 众 文
化系列活动的亮点演出，9 月 20 日
晚，第二届“不一样的花火·诗画江

南·活力浙江·大美中华”原创歌曲
创 作 演 唱 会 在 平 湖 市 体 育 馆 盛 大
开 唱 。 作 为 今 年 全 省 的 首 演 ，“ 不
一样的花火”演出依托平湖文化特
色 ，结 合 现 场 乐 队 演 奏、舞 台 声 光
电 ，用 更 具 感 染 力 的 舞 台 艺 术 ，为
现 场 观 众 带 来 一 场 极 具 观 赏 性 与
震撼力的高水准音乐盛宴。

市 级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各 镇 街
道 也 各 有 精 彩 。 如 新 埭 镇 俞 创 硕
故 居 开 馆、新 仓 镇 西 小 街 开 街、独
山 港 镇 海 鲜 小 镇 村 晚 展 演 、钟 埭
街 道 举 办 长 三 角 莲 湘 邀 请 赛 ⋯⋯
一 系 列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和 时 代 风 采
的 活 动 轮 番 上 演 ，一 幅“ 群 众 演 、
群 众 看、群 众 乐 ”的 全 民 文 化 共 享
画 卷 正 在 金 平 湖 大 地 上 徐 徐 展
开 。

一年一度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
列 活 动 ，除 了 全 民 狂 欢 ，还 是 一 个
展 示 城 市 风 貌 和 文 化 特 色 的 重 要
窗口。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东湖
景 区 、明 湖 景 区 等 地 迎 来“ 大 变
身 ”，推 陈 出 新 设 计 出 了 一 大 批 兼
具 艺 术 性 、群 众 性 、时 代 性 的“ 爆
款 ”打 卡 点 ，市 区 主 要 道 路 节 点 也
进行了氛围营造，街头巷尾万千新
颜 ，为 市 民 游 客 献 上 独 属 于“ 瓜 乡
平湖”的烂漫璀璨。

一场“瓜灯之约”，如期而至。

瓜乡有盛事

平湖：一盏西瓜灯“点亮”群众文化一片天
荣怡婷 刘维佳

2024长三角西瓜灯雕刻创意大赛 平湖市民体验西瓜灯雕刻 “湖畔正逢秋 嘉会便有期”主题演艺 “供销一体 合作共富”第三届区域产销一体化农特展

平湖东湖

（图片由平湖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