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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

余杭：打造“和美余乡”逐梦乡村发展新蓝海
李晟曈 沈晓鸣

承载着良渚文化深厚底蕴承载着良渚文化深厚底蕴、、坐落于城西科创大走廊重要发展地带坐落于城西科创大走廊重要发展地带、、错落布局在杭城新中心周边错落布局在杭城新中心周边，，余杭乡村镌刻着历史纹理余杭乡村镌刻着历史纹理、、沐浴着沐浴着

现代发展的光辉现代发展的光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浪潮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浪潮下，，走出城乡融合之路走出城乡融合之路，，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迈向农业农村高质量迈向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发展。。20232023年年，，杭州市余杭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值达杭州市余杭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值达11..5353，，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村均757757万元万元，，所有村都达到所有村都达到150150万元以上万元以上，，连续连续66年获年获

评全省乡村振兴考核优秀等次评全省乡村振兴考核优秀等次，，连续连续22年荣获全省年荣获全省““神农鼎神农鼎··铜鼎铜鼎”，”，入选首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入选首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余杭聚焦如何下活城乡融合余杭聚焦如何下活城乡融合““一盘棋一盘棋”、”、缩小缩小““三大差距三大差距”，”，以创新理念打造乡村产业发展以创新理念打造乡村产业发展““强引擎强引擎”，”，用市场合力扬起乡用市场合力扬起乡

村致富村致富““新风帆新风帆”，”，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和美余乡和美余乡”，”，向着乡村发展的新蓝海奋勇进发向着乡村发展的新蓝海奋勇进发。。

巧布局
下活城乡融合“一盘棋”

沿着未来科技城、科创大走廊一路
向西，余杭乡村一路美景，驻足于苕溪之
滨、漫步于美丽乡村，一幅城乡融合的生
动画卷便徐徐展开——在余杭北部，历
史明珠良渚古城遗址吸引着八方来客；
中部地区，旷野农田、乡村乐园与“江南
慢村”相映成趣；往南深入，生态农业与
乡村文旅有机融合，在青山绿水间奏响
了协同发展的和谐旋律。

精巧布局之下，“山、水、城、人”交融
发展，城乡融合这盘大棋，余杭如何下得
风生水起，满盘皆活？以山城协作推进
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
一体化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余杭立足区域内资源禀赋，
借鉴“山海协作”发展模式，在区内构建
未来科技城与西部五镇“1+5”山城协作
机制，就近实现农货进城、农民入企、产
业落镇等十大协作，推进要素西进、空间
拓展，城乡互促、融合发展。

城市、乡村携手共进，畅通了城乡要
素的流通渠道，资金、服务、技术、人才等
实现了互通共享，让和美乡村建设条件
进一步完善，推动“千万工程”往深处走。

今年 6 月，余杭发布“和美余乡 35
条”新政，以此为牵引，推动美丽乡村向
和美乡村迭代升级。目前，余杭已率先
推进美丽村道、美丽节点、美丽围墙、美
丽庭院“四提升”工作从行政村向村民小
组延伸，累计完成 724 个村民小组美丽
乡村扩面提升项目，计划到2026年实现
村民小组全覆盖。

全域和美推动城乡融合纵深发展，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则进一步缩小城乡
差距。日前，余杭发布“我的村社”数字
应用，面向全区所有村社，整合未来社
区、未来乡村等数字化应用功能，并融合
全区民生服务应用，打通连接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现在生活在余杭农村，要办理业务
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跟住在市中心
一样方便。”径山镇径山村村民方晨阳
说。作为数字经济“浙江第一区”，余杭
以数字化打破城乡民生服务壁垒，为城
乡群众提供优质、均等的生活体验。

创新力
打造乡产发展“强引擎”

“千万工程”二十多年，浙江探索“百
花齐放”，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共同编
织出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浙里”

画卷。余杭的乡村发展无疑是其中的佼
佼者。其何以成为“排头兵”？背后是敢
为人先、突破创新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

“单个村庄的资源有限，很难满足乡
村环境、产业、人文的有机结合发展。”余
杭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打破
行政村区域边界，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
采取组团式、片区化发展，能更好地实现
优势互补。”2022年以来，余杭聚焦区域
优势充分发挥、区域短板互相弥补，组建
了一批契约化、互助式、功能型乡村发展
集合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组合片区如何高效统筹资源、凝聚
合力、共谋发展？余杭以“运营前置”理
念破题。

“在项目规划之初，就把市场需求、
游客体验、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要素
纳入考量范围，提前谋划好运营模式、盈
利路径以及品牌打造策略，让每一个乡
村项目一落地便自带‘流量密码’，精准
对接市场。”余杭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紧紧围绕“整体规划、分块实施、产
业为重、彰显特色”的原则，余杭深入挖
掘各村各镇特色，以交通路网、产业带、
山水带、民俗人文带等为轴线，确定了中
泰街道未来笛乡、乐享共富，黄湖镇国际
设计产业聚集地，仁和街道仁和水乡、未
来渔村等十大主题特色鲜明、产业发展
清晰的未来乡村示范带创建思路，形成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未来乡村建
设格局。

苕溪以北八村构建起“一核两圈”乡
村片区发展机制，打响了“禹上稻乡”共
富品牌；中泰街道紫荆村、新泰村、岑领
村形成“产业+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竹笛

产业片区发展乡村示范带；杜城、港南、
新港、纤石、荀山五村围绕良渚文化底蕴
和自然山水肌理，以现代化生态农业和
体育运动产业为两翼，打造古今文明交
融的未来乡村示范带⋯⋯时至今日，越
来越多的余式乡村从“单打独斗”走向

“抱团发力”，绘出了均衡发展、相得益彰
的和美图景。

今年7月，余杭“禹上七彩虹”链式党
建品牌发布，整合区域内径山茶产业、百
丈竹产业、仁和渔业、中泰竹笛产业、鸬
鸟蜜梨产业、瓶窑果蔬产业、余杭稻香产
业等七大农业特色产业资源，进一步打
破传统农业产业壁垒，贯通产业、文化、
人才协同发展体系，形成“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乡村“抱团”发展效应。

聚合力
扬起乡村致富“新风帆”

走进余杭溪口村，借“千万工程”持
续走深走实的东风，环境风貌与基础设
施大为改善，绿水青山间涌现出一批乡
村博物馆，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成了“乡
村博物馆第一村”。这样的成果，很大一
部分要归功于当地一次次“张榜招贤”，
面向全球招募乡村博物馆合伙人，为村

庄盘活资源、品质运营引来“活
水”。

乡村运营助力乡村振兴，关键在
人。为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充分
发挥人才在乡村运营中的核心驱动作
用，2019 年开始，余杭首创农村职业经
理人机制，着力招聘培养一批高素质职
业经理人，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文
旅产业发展和村级集体资产运营管理，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五年的探索，成果丰硕，余杭区内涌
现出唐文铭、刘松、肖萃等一批优秀乡村
职业经理人。2023 年，借力扎根乡村、
衔接市场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全区带动
村集体和农户增收逾 1.2 亿元。截至目
前，余杭共有26位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岗
在职，累计接洽引入项目122个，吸引有
效投资 2.99 亿元，为村级集体经济创收
超1亿元，各村集体经济增幅明显。

在良渚街道新港村，职业经理人与
村集体深度合作，组建起强村公司，合作
模式从最初的“纯租金制”慢慢转变成

“租金+分红”模式。眼下，新港村不仅
建起了足球场、波浪道、室内体育馆，良
渚探源计划、劳动实践教育等主题活动
也不断推陈出新。

类似新港村合作模式的强村公司，
余杭有 96 家。“依托村企合力，人才、技
术、资金等资源能够统筹共享，政策扶持
也更加有力，村集体发展的能力强了，底
气也足了。”枫岭村强村公司负责人唐梅
红表示。

强村公司的设立，让各村将发展“拧
成了一股劲”。有资源，联动开发；有项
目，共同建设。截至今年 11 月，全区强
村公司总营收达到 1.98 亿元。这也让

余杭乡村集体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发展后劲，一批因地制宜实现集体
经济腾飞的特色乡村涌现出来。

青山村培育了融设计图书馆、青山
自然学堂、西湖绸伞工作室等30余种业
态，村集体经济近3年年均增长超40%；
枫岭村探索“村企公司+茶家乐集群+业
态工坊+村民”的致富模式，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实现翻倍增长，村人均年收入达
5.4 万元；窑北村拓展“桃”产业链，今年
1—11 月集体经济收入 1549 万元，经营
性收入达 956 万元⋯⋯截至今年 11 月，
全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9.85 亿元，村均
689万元。

10月，秉持着持续深化改革、不断为
乡村发展赋能的理念，余杭进一步迈出
聚合力、促共富的步伐——区级强村公
司正式揭牌，将站在更高的层面对全区
乡村资源进行更深度的整合，针对地域
相近、业态相似、产业相联的村社，联合
多村组建强村公司，形成规模集聚效应，
实现余杭农文旅、农业产业链等要素的
整体开发、错位经营、差异化发展，为乡
村致富的“新风帆”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展望未来，余杭将继续在乡村振兴
之路笃定前行、走出特色，积极探索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美好未来，让乡村成为人们心
驰神往的诗意栖居地，成为承载起共富
梦的希望田野。

良渚街道新港村·自行车骑行赛

乡村博物馆 （图片由余杭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余杭美丽乡村

职业经理人

雁荡奇峰，耸翠于东南之域；
石斛“仙草”，流芳于乐清之乡。

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
之首，也是乐清市东北部老山区的
支柱性产业。近年来，乐清市聚焦

“土”“特”“产”，深入推动雁荡山铁
皮石斛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
发展，发挥“千万工程”建设优势，
持续擦亮本地特色金名片，走出一
条因地制宜的特色农产富民、兴农
之路。

且看雁荡山中，因石斛而富路
初开，村落添新貌，百姓展欢颜。

“种苗芯片”点亮乡土资源
创新链奏响产业新章

走进现在的雁荡山，崖壁上绿意盎
然，铁皮石斛生机勃勃；山下村庄错落，

铁皮石斛种苗基地遍布其中，新时代的
石斛产业正在此蓬勃发展。

得益于乐清的农业创新，雁荡山的
铁皮石斛品质优、产量大、品种丰。近
年来，聚焦种苗创新，乐清打造产业“芯
片”，培优培育本土特色品种，并向域外
辐射推广，为铁皮石斛产业注入科技基
因，助力石斛“果实”更加优质。目前，
乐清“雁斛”系列1、2、3号与“雁荡山”1
号品种选育工作已经完成，年产优质铁
皮石斛组培苗（含驯化苗）6 亿多株，占
全国种苗供应40%以上。

为了健全创新驱动石斛产业长效
机制，乐清对产业科研投入提供了全方
位的支持，不仅对行业主体列入市级以
上技术攻关项目给予研发投入 25%、
最高200万元奖励。截至目前，乐清承
担省级以上科技攻关项目 16 项，参与
制定国家级技术规范 2 项、省市级相关
标准 9 项，GMP 批文 3 个，其中《铁皮
石斛生产技术规程》系列标准获浙江省

标准化领域最高奖。

新农人才激活乡村春水
人才链深挖农产富矿

乐清铁皮石斛产业为何能取得不
断突破与发展，成为助力乐清乡村振兴
的重要动能？其中离不开一众富有创
新精神和实干能力的新农人、农创客的
不懈努力。

产业兴旺、农民富裕需要源源不
断、各式各样的新农人才持续赋能。聚
力多元化创新人才的培育，乐清与 30
余家高校院所合作搭建“研究院+产业
团队”平台，培育第一批全国林草乡土
专家。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青年
群体也返乡创业就业，截至目前，乐清
共有石斛相关农创客企业 36 家、农创
客157人。

乡村人才的引育留用，激活了乐清
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池春水”，不仅使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而且以本地乡村发展
吸引乐商回归，实现了传统产业向农文
商旅融合发展。雁荡山周边乡村的“铁
定溜溜”“千斛雪”等项目，累计投资 8
亿余元，促进乡村文旅发展的同时，增
加乐清北部山区就业岗位近 5000 个，
带动附近村民年人均收入增长5000余
元。

产业集群点亮乡村经济
产业链构建富民新格局

特色农产孕育出特色产业，2023
年，乐清成功获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铁皮石斛总产
值超 38 亿元。如今的雁荡山脚下，以
铁皮石斛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集群正
加速构建乐清乡村振兴的新格局，走
出本土化、特色化、产业化的富民道
路。

围绕打造产值超百亿元的全产业

链目标，乐清规划建设面积 3.06 平方
公里的石斛特色小镇，谋划铁皮石斛
种子种苗园、生态种植园、科技孵化
园、精深加工园、电商文化园等产业
链上内容，涵盖行业经营主体 400 余
家。

同时，全市继续完善政务服务。
乐清市农业农村局设置铁皮石斛产业

“链办”，推动雁荡山铁皮石斛区域化、
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制定实
施“斛十条”，从支持种植生态化标准
化、鼓励精准孵化优质企业等十大方
面给予干货支持。据了解，近 3 年来，
乐清针对石斛产业累计补助财政资金
1.15 亿元，2020 年至今推出的全国首
个政策性铁皮石斛价格指数保险，全
市累计发放“政银担”担保金额超 2 亿
元，承保价格波动造成损失 1800 余万
元。

如今的乐清雁荡山，铁皮石斛产
业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空

心村”重新注入活力，闲置土地被充
分 利 用 ，农 户 实 现 家 门 口 的 就 业 创
业。2024 年上半年，乐清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增长 6.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未来，我们将深度融合
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和资金链，聚
力缩小‘三大差距’，让‘仙草’芬芳弥
漫希望土地，为迈向共同富裕添砖加
瓦。”乐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发展 持续擦亮“土特产富民”金名片

雁荡山里“仙草”正茂 乐清走出农产富民之路
李晟曈 曹 璇

农户向专家介绍石斛的育苗过程
（图片由温州乐清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