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版式：刘敏君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版式：刘敏君32 专版

20 多年来，“千万工程”造就

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浙

江群众。在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中，如何更好打破二元壁垒，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身处浙西山区的杭州建德正

以改革破题：在受限的发展空间

和有限的资源里，深度挖掘乡村

的无限可能，推动各种创新要素

向乡村流动，拓宽乡村生态和文

化资源转换成发展资源通道，城

乡融合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

经过数年摸索，建德在农业

标准地改革中找到了亩均效益的

提升之法，在“五好两宜”和美乡

村探索里拓宽了要素转化的有效

通道，在三地共建中抱团携手发

力的伙伴⋯⋯截至目前，建德已

连续 5 年获浙江省乡村振兴实绩

考核优秀县（市），捧获全省首批

“神农鼎”。

（本版图片由建德市改革促进中心提供）（（本版图片由建德市改革促进中心提供本版图片由建德市改革促进中心提供））钦堂乡“文艺村长”许倩为钦堂乡40余名村民教学弹奏尤克里里

大同镇青年农创客正在使用无人机作业

大慈岩镇荷花园

在“有限”中做“加法”
重构产业致富新路径

从天空俯瞰浙西版图，群山连
绵，沟壑纵横。“七山一水二分田”，这
句朗朗上口的说法直白地阐述了浙
江山多地少的现实。建德，也不例
外，甚至在土地资源上，更为典型。

此前，建德针对全域现有耕地做
过盘点，得出一组数据：耕地面积户
均 2.2 亩、人均 0.55 亩；耕地地块总计
36.8 万块，块均只有 0.61 亩，其中单
块面积1亩以上的仅占16.3%。

“不仅是地小，我们在摸排时还
发现农户手里的半亩田，长得五花八
门。有的田面积不大，但高低落差却
有 5 米。条件差，亩均效益也难提
高。”建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补充道。

现实问题刻不容缓，资源短缺的
问题如何破题？2020 年，建德抱着

“摸石头过河”的心态，在建德草莓主
产地杨村桥镇推出了 250 亩草莓标
准地。

“所谓农业标准地不单单是建设
高标准农田。”该负责人解释道，“农
业标准地旨在通过标准建设、控制性
指标设置，提升地块的资源利用能
级、产出效益。它更侧重于农业供
给侧改革，以及经营模式的改革。”

以草莓产业为例，村集体对村
里闲置、荒废或农户自愿的现有耕
地进行集中流转后，通过政府投资
完成了土地整理、大棚搭建和路沟
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再招引优质大户
带着本地莓农，一起开展规模化经
营。

通过这一方式，杨村桥镇陆续引
进分拣、加工、销售等示范性农业企

业12家，培育草莓师傅2200人；同时
搭建起“草莓小镇”核心种植示范园、
2个草莓产业综合性及多个草莓标准
种植园区。

概括来说，通过农业标准地改革，
建德搭建起一套利益联结机制——国
资公司“开发建设”、大户“拎包入住”、
村集体“股份入股”、村民“流转获租”

“务工挣薪”。由此，也拉开了多方共
赢的局面。

据统计，草莓标准地建设3年来，
本地草莓种植面积增加了125%；莓农
种植效益提升了 20%；全产业链产值
超48亿元，带动农民增收1.5亿余元，
撬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共计 1000 余万
元。

得益于草莓标准地的经验探索，
2022年起，建德将标准地建设范围拓
展至粮食、茶叶、蛋鸡等各类农业中，
共计 8.5 万亩。不仅如此，建德市改
革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补充说：“围
绕农业标准地改革，我们正在打通各
部门的职能，推出草莓产业‘种销一
类事’等增值服务，以集成平台为农
户提供更个性化、便捷化的增值服
务，全方位护航建德农业高质量发
展。”

今年年初，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 2023 年度农村改革十大典型案例
中，深耕农业“标准地”打造共富“新
图景”（建德市），为杭州地区唯一入
选。

在“增量”中求突破
探索和美乡村未来式

农业标准地改革，激活了农村现
有资源，催生的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
力。如若想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融
合发展，还需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加
速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关于这一探索，建德正在进行
中。其中也包括了大同镇，全国首
批、全省首个“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
点项目所在地。

提及大同镇，第一印象就是农业
大镇，连续 9 年都被评为杭州市粮食
单产状元镇。尤其是“千万工程”深
化推进以来，大同镇的现代农业优势
更加凸显：建有 3 万亩农业标准地，
2023 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5.36 亿元；
建有全省领先的山区型“一站式”农
事综合服务体系、年繁育草莓种苗
60 万株的草莓种苗繁育中心、面积
8000 平方米的茶叶加工中心等现
代农业配套⋯⋯

“乡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农
业。所以我们在思考城乡之间如何良

性互动时，还是得发展好农业这一根
本。”大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让特色农
业与文旅消费碰撞花火，就是大同镇在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中瞄准的方向。

这个暑假，每当夕阳西下，大同

镇万亩茶园附近的星空露营基地内
总是人头攒动。吹着山间微风，品着
产自茶山的冷泡茶饮，是他们心中美
好的休闲时光。

该负责人解释道：“江南产茶，总
是再寻常不过的。那么大同镇如何
与众不同？一定是靠更现代的农业
技术、更完善的产业链条。”他举例
道，除了万亩茶山外，大同还有油茶
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和茶叶全产业
链加工基地，这些都能成为吸引青年
前来创业的广阔天地。同样，高品质
的农特产品能拉动城市消费力下沉，
特色旅游设施也能激发乡村游。总
之，只有一产强劲，才能刺激更多城
乡要素加速流通。

在建德乡村，人才的流动已然成
风。今年，毛艳青收获了新身份——建
德“乡村梦想家”。作为土生土长的大
同人，她被家乡的梦想家政策和人才服
务环境所吸引返乡创业，建起了幸福营
地，吸引不少年轻游客慕名打卡。

包括毛艳青在内，截至目前，建
德已累计培育“新农人”3065人，其中
农创客 723 名，总量和增幅继续保持
全省前列；落地“乡村梦想家”整村运
营团队16个、人才项目88个。

不止于此，以大同为核心向外辐
射周边乡镇，建德正在聚力打造西部
新时代“千万工程”践行平台，创新组
团发展机制，重点抢抓跨乡镇土地综
合整治、农业产业链延伸、农村要素
全量转化“三篇文章”，着力打造乡村
振兴新高地、千万工程新案例、共同
富裕新实践。

在探索中学经验
突破地域携手开新局

城乡要素不断双向流通，如何让
流速更快、更强？如何从一村富，到
村村富、地地富？

这个夏日，一款名为“西湖果莲”
的鲜食持续霸榜“盒马生鲜”热销榜
单。8 月以来，这款鲜食果莲就已吸
引 4.8 万名用户下单，其中近 1.4 万名
为回头客。据了解，这款“西湖果莲”
的主产区，就位于杭金衢三地间，即
以大慈岩镇为核心，周边紧挨着的衢
州龙游县、金华兰溪市。

身处山区的三地，因地理位置的弱

势、资源的缺乏，曾一度被认为是“三不
管”地带。而就在去年，三地已联合创
建杭金衢“明清古韵·浙硒莲盟”县域风
貌样板区。改变，由此开始。

如今畅销的莲产业，就是三地共
建的突破口。“我们三地都有着上千
年的种莲历史，但随着乡村老龄化发
展，都面临着莲产业规模缩小的困
境。”大慈岩镇主要负责人坦言，只有
招引龙头进来，带着农户一起干，才
有出路。

2022 年前后，经过产业规划调
整、标准莲田建设，大慈岩镇成功引
进果莲产业。不过两年时间，莲田的
亩均效益实现了翻番——截至目前，
莲田亩均效益已突破 1.2 万元，超传
统干莲生产的两倍之多；村集体经济
每年增收20万元租金。

一地富不如三地富。去年，以莲
产业为契机，以大慈岩镇为核心的三
地三镇达成同盟，并联合发布“浙硒
莲”区域公用品牌，制定《浙硒莲区域

公用品牌生产标准》。今年夏季，邻
县龙游县横山镇就成功复制建德果
莲模式，初步试种1000亩果莲。

迎着果莲“风口”，三地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好。三地不仅在产业发展
上抱团发力，还打通了三镇公交出
行、就学、就医等，群众生活越发便
利。不仅如此，三地还推出三地旅游
联票，举办乡村文化节等系列节庆活
动 ，区 域 内 接 待 游 客 量 同 比 增 长
350％，营收同比增长270％。

改革的春风吹拂乡野，建德乡村
的精彩也不止于此。

建德市改革促进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建德将继续围绕“深
化改革、强基固本”主题年，坚持问题
导向、注重扬长补短，在破解新的“成
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中塑造发展
新优势，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城乡
差距进一步缩小。

杨村桥镇草莓产业全智能化种植大棚

建德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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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乡村地区来
说，城乡融合的过程也是乡村重
构产业体系和发展路径的过程，
需要不断打破壁垒、拓展边界、破
解难题。

农业“标准地”改革重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为土地、劳动力、
资本和技术的高效结合与有效配
置创造条件，破解了种植业收益
不高和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地区

“谁来种地”的难题。建德将农业
“标准地”与草莓、苞茶等特色农
业产业精准结合，引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农
业生产，显著提高了农地利用效
率和种植业效益。农业“标准地”
成为高标准农业设施建设和农业
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效载体，实现
了农业经营主体、农民、村集体多
方共赢。

在乡村规划建设上也要打破
传统思路，既不能照抄城市发展
模式，也不能在功能设计上完全

脱离与城市的分工。建德在“五
好两宜”和美乡村的试点中，就加
入了这一考量。它从山区农业乡
镇试点切入，围绕农业优势延长
产业链条，无论是在种植环节不
断导入新技术、新设备，还是在销
售端打通物流、销售渠道，每个环
节都为技术、人才、消费力的城乡
互补互融，提供了空间。

另外，乡村产业发展不能局
限于一村一镇，也当因地制宜打
破行政壁垒，抱团发展，实现区域
共富。特别是山区的行政边界地
带，各自发力很难突破资金、技术
等资源禀赋限制，抱团发展则可
以资源共享，扩大产业规模，实现
规模效益。建德依托于莲产业串
联三镇，以产业发展带动旅游、文
化、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提升，实现三镇资源共
享、协同发展。这样不管是在农
特产品的品牌效应上，还是在地
区发展上，都形成了“1+1>2”的
效果，与城市的融合度也将更紧
密。

融合的关键，
是打破城乡要素壁垒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李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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