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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春夏时节来嘉兴长安镇
花卉园区，一定能欣赏到金庸笔下“白
中映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的动人
景致，各类花卉错落有致地装点着农
家小院；也一定能形象体会徐志摩“风
吹过，香满枝头，更香又香”的惬意，繁
花似锦，勾勒出长安乡村的别致韵味。

这是海宁市“花漾长安”和美乡村
示范片区，涵盖了长安镇 7 个行政村，
区域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近年来，这
里围绕兴福村、兴城村等特色村庄，打
造庭院花艺、宴球综合体、千亩方高标
准农田等项目，让“点上开花”变“链上
成景”。目前，该片区已经打造起“花
漾村”片区品牌，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
客 28 万人次，带动乡村产业收入 800
万元。“靠着花园，村里的环境更好了，
家里的收入也翻了倍。”片区内德丰村
村民丁钇天说。

片区抱团、做强产业、共同发展，
深化了“千万工程”实践，徐徐展开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嘉兴图景，同
时，也推动着嘉兴全域地区差距进一
步缩小，携手迈向共同富裕。

在桐乡市，洲泉镇的 13 个村抱团
成立了桐乡市湘源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运营“丝履湘溪·水映洲泉”和
美乡村示范片区，对村庄资源统筹规
划配置、组合营销，以当地“蚕丝”“皮
鞋”产业为抓手，赋能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新功能。

依托片区建设，马鸣老街、南宋古
街、义马长宁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如
今焕然一新，全镇未来乡村、历史文化
村、农旅基地等美丽节点实现串点成
线；清河村蚕花水会入选浙江省二十
四节气农耕文化活动，今年上半年累
计接待游客150余万人次，消费额超千
万元，带动1100余位村民就业。

在秀洲区，“品重梅溪”和美乡村
示范片区覆盖9个行政村。依托“梅花
经济”、奶牛产业、小家电产业等优势
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米科军旅园、南梅
里营地、牛花花小镇等业态，打造农文
旅融合体验方式，辐射带动周边村民
年均增收约450万元。据统计，今年片
区已实现营收2100余万元。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以“千万工程”为统领的全域乡村
发展成果，让嘉兴的城乡融合纵深推
进、“三大差距”持续缩小、乡村迈向全
面振兴。

绘好城乡一张图、下好城乡一盘
棋。如今，嘉兴的“千万工程”实践再
出发，将持续推动农村生态、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协调发展，以和美乡村建
设为载体，形成一批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新时代乡村，勇担红船起航地使命，为
全省乃至全国提供更多可借鉴、可推
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助力实现共同
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

全域共进——秀美嘉乡迈向共同富裕

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勇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者 嘉兴农村迈向共同富裕
李晟曈 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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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者 嘉兴农村迈向共同富裕
李晟曈李晟曈 盛丽君盛丽君

嘉兴是全省和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地。紧密贴合国家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嘉兴以特色试点带动全域共进，将“千万工程”落到实
处，先行先试走出全域和美的道路，为全国乡村发展提供了实操蓝本。特别
是其注重发挥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乡村经济的多
元化、规模化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同时，通过规划引领、产业培
育、环境建设等统筹措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至
今，嘉兴成效显著，多项城乡民生数据亮眼，“三大差距”持续缩小，城乡融合
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性、整体性推进。未来，嘉兴应继续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在数字化赋能、人才振兴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全国乡村发展贡献更多
智慧。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特聘
专家 顾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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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百
余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此诞生，使中国
走向时代前列；百余年后，这里依然勇
立潮头，“左手繁华都市，右手和美乡
村”成了这里最生动的写照。

这样的图景如何绘就？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是关键的一步。

二十年前，“城乡二元”是一道世
界性的发展难题，而放眼当时的中国，
城乡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需要
有地区率先在统筹城乡关系上作出探
索。

2004 年，嘉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
进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十
改联动”，为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先
行经验。此后多年，嘉兴将“千万工
程”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
从村庄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未
来乡村建设，突出规划引领、特色彰
显、点面结合，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
发展道路。

2013 年，以国家“多规合一”试
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抓手，
嘉兴进一步深化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
机制改革，通过“三五共治”“三改一
拆”，对城乡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
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治理，全面提升
城乡的整体品质；2018 年，以“十百
千”示范创建为引领，开展产业提质等
六大行动，建设高质量乡村振兴示范
地；2021 年实施城乡融合发展“1235”
行动，城乡联系更加紧密，差距进一步
缩小⋯⋯至今，嘉兴的城乡融合发展
先后经历了实践起步、重点突破、提升
拓展、深化完善、深度融合5个阶段；近
年来，嘉兴又以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为契机，推动全域城乡融合
走向高水平、高标准。

顶层设计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城
乡发展有了“导航图”。今年，嘉兴聚
焦和美乡村建设和运营水平提升，出

台《嘉兴市和美乡村运营“双百双十”
行动方案》，对乡村运营示范村、优秀
乡村运营师给予资金补助和政策扶
持；聚力乡村人才引育留用，出台《现
代“新农人”培育行动实施方案》，突出
抓好乡村经营、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乡村科技四类人才培育。7月，嘉兴举
办和美乡村运营招商大会暨新农人招
募大会，新招引、签约乡村项目 126
个，总投资达58.9亿元。

乡村产业迈向多元化、规模化，乡
村振兴有了“动力源”。嘉兴全市多地
积极探索“村经济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村庄开发运营机制，逐步推进

“美丽乡村+产业文化、体育”等发展模
式，不断丰富农家乐、民宿、村咖休闲
体验、研学实践等乡村业态体系，涌现
出南湖区联丰村、桐乡市墅丰村等一
批乡村休闲游“精品村”。

风貌环境实现绿色化、优质化，城
乡大地有了“生态屏”。全域推进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提升了嘉兴农
村整体人居环境面貌，成功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方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与无
害化处理率稳定在 92%以上，废旧农

膜回收处置率、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
处置率稳定在 90%以上，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97%，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

和美乡村呈现特色化、品质化，乡
村生活有了“幸福景”。南湖区“十里
桃花”、秀洲区“梓约粮塍”、嘉善县“禾
塘悦色·智汇江南”等一众和美乡村示
范片区不断涌现；定期举办的野米饭
节、槜李节、小龙虾节等特色活动，为
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截至目
前，嘉兴累计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县 6 个、示范镇 60 个、3A 级景区村庄
97 个，50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串起了全
域美丽大环线，持续打响“未来嘉乡”
品牌。今年，嘉兴美丽乡村电子地图
正式发布，集成全市 100 个省级美丽
乡村特色精品村，全方位展示了嘉兴
乡村的独特魅力。

水到渠自成。今年发布的中国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显示，城
乡共富、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服务融
合等 4 个维度考量城市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嘉兴稳稳入选全面领先型城市
榜单，“统筹城乡看嘉兴”成为一张闪
亮的金名片。

一域先行——平原水乡走向高水平城乡融合

“以前，好好的宅基地和房子就这
么空着，浪费了资源。现在把这些地方
改造成玩具屋、咖啡屋、羊羊餐厅，村里
有了更多趣味，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不
少！”在嘉善县干窑镇长生村，当地村民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该村立足畜牧业养殖基
础，运用“租金+分红”合作经营模式，盘
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引入国漫 IP《喜羊
羊和灰太狼》打造“欢乐羊村”项目，将
乡村美景与动漫风潮贯穿于美丽乡村
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国漫IP为主题
的线下沉浸式乡村旅游空间。别具一
格的乡村面貌，为农民和村集体获得宅
基地和农房产权性收益打开通道，实现
村集体增收。截至目前，“欢乐羊村”客
流量达到 8.4 万人次，合计营收达 260
余万元。

用好地区特色的“错位发展”优势，
长生村找到了乡村发展的支点。在嘉
兴，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与南北湖风景区一山之隔的海盐
县六里村，将朱家门的 8 幢传统徽派与
苏派建筑风格老宅列入县级文保，开展
修旧如旧，保持粉墙黛瓦、庭院深深的
古韵，擦亮了“文化名人”的招牌。目
前，该村已经吸引一批文化艺术“大咖”
和 11 家文化工作室入驻，形成了以“江
南古村落·诗画朱家门”为品牌的文化
聚落。

据悉，该村以此为基础，同时借助
区位优势和自然风光特点，年均接待游
客 已 经 达 到 25 万 余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2000万元。

还有平湖市林埭镇的徐家埭村，平
湖外企众多，棒球产业在这里发展起

来。这几年，依托原有的产业基础，徐
家埭村建成全国首个乡村棒球场，推进

“体育+”延伸与“农旅+”融合升级。
如今，这个曾经的“养猪大村”，摇

身一变成了绿草如茵的“中国棒球第一
村”。2023 年，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到 1016.45 万元，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浙江省
3A级景区村庄。

事实上，因地制宜培育富民产业，
一直是嘉兴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
径。各村因势利导的特色化发展，带来
的是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切切实实地
鼓了村民的腰包，也让收入差距不断缩
小。2023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经营
净 收 入 超 过 10000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7.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53，
较上年缩小0.03，继续保持全省最优。

点上生花——创新发展高品质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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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嘉兴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深化“千万工程”擦亮“城乡融合”金名片深化“千万工程”擦亮“城乡融合”金名片

海宁市长安镇“花漾村”和美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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