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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浙江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一年多以来，各地都在寻找具有
独特竞争优势的赛道，以缩小区域发展
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全国省区
市中，浙江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一直属于
领跑者，嘉兴则是“主旗手”，农民收入连
续 18 年位居全省首位，而且城乡差距最
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仅为1.6∶1。

日前，来自浙江省共同富裕相关领
域多位权威专家学者齐聚嘉兴秀洲区，
研讨其“城乡融合促共富”的先行实践。
据了解，十多年来，秀洲坚定不移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全面融合、均衡富庶的共富新格局。

空间重构

火炬村？这分明是一个现代社区。
楼房整齐划一、绿化美观整洁、管理井然
有序，临街的店铺琳琅满目，配套的公共
设施一应俱全。可居住在此的老百姓，又
是实实在在的农村居民：户籍住址不变、
户口簿不换，原有农村权益不受影响。

“这就是我们首创的进城农民登记备
案制度，对全域土地整治退出宅基地后，
实施公寓房安置，加快转移农民市民化。”
新塍镇党委书记翁松刚解释道，居住地变
社区后，就近就地享受各类公共服务更便
捷，“前不久，我们启动火炬一期品质提升
和二期未来社区新建两个项目，配套幼儿
园、中小学、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总投资
达30亿元。”

那么，真正的农村在哪里？驱车移
步美丽田园“万亩方”，这里是浙北地区
最大的高标准农田。据了解，通过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98.6%的农户自愿退出宅
基地，户均住房用地从 1.1 亩减至 0.35

亩，片区耕地从1.98万亩增至连片的2.37
万亩，人均耕地则从 1.87 亩增至 2.65 亩，
新增耕地与原有承包面积量化到户、重
新确权。

小田变大田，有了连片地，筑巢引凤
来。“禾天下”是五芳斋集团与嘉兴供销
社、嘉兴农科院共同组建的种业公司，眼
下，其育繁科研基地就位于火炬村，先期
已流转了近万亩土地，进行新品种的攻
关试验，后期还将流转万亩土地开展规
模化种植。“如果没有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这个项目很难落地。”“禾天下”负责
人王弋坦言。

对农民而言，变身居民后，户均拥有
3套安置房，光房租年收益就超4万元；组
建火炬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后，采取“保
底+分红”活权法，股权农户可每亩增收
100元以上。去年，火炬村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达 432万元，分红 58万元，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5.33万元。

不仅是火炬村，近年来，通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秀洲涌现出一批以搬迁农
户为主体的城乡融合社区。在三农专家
顾益康看来，通过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
度、公共服务制度等综合集成改革，促进
的是城乡空间重构，以及功能重构与要
素重组，有利于创造更高能级的发展新
平台、更优美环境的生态新空间、更高品
质的新社区。

产城融合

农民上楼，算的是综合账，首先面对
的问题是“就业怎么办”。秀洲加速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格
局。走进秀洲光伏小镇，短短几年，这里
已形成“行业龙头企业+企业研究院+产业
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为一体的生态圈，集
结了全球光伏业的“三巨头”。

秀洲区委书记徐鸣阳认为，所谓城乡
产业发展大融合，本质就是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城乡协同产业发
展新平台，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
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
新经济、新业态，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在科创新经济上，除了光伏新能源，
秀洲还有智能家居与时尚纺织两大优势
产业，同时加快培育高端装备与生命健
康等未来产业。目前，该区已落地北京
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大学嘉兴
研究院等多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省级
以上孵化器数量位居嘉兴首位。

乡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秀洲聚焦
“美丽经济”做文章。位于油车港镇西千
亩荡畔的菱珑湾，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
美丽乡村区块，其由胜丰村与栖真村南
部构成。如今，农民画艺术、糖糕板雕
刻、造船技艺等一批非遗文化与江南水
乡相映成趣，形成休闲旅游产业链，每年
游客十余万人次。

在王店镇，多个优质景点和景区村
庄串点成线，名为“品重梅溪”的美丽乡
村共富线应运而生。对此，当地专门组
建了一个党建联盟，进行功能互补和共
创共享。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现
在，各村以农为景、以旅为媒，拓展农业
功能，发展民宿、研学等新产业，加速美
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化。

服务均衡

油车港镇中学有着 60 多年的建校
史，不仅文化底蕴深厚，办学也颇具特
色。“名人德育”建设卓有成效，“精彩每
一天”课程亮点频出，陶艺、农民画教学
独树一帜，跆拳道比赛屡创佳绩……论
知名度和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城区初中。

提及秀洲的镇村教育，油车港镇中学

并非个例。早在五年前，当地便开启以城
带乡、以名校带镇村校的城乡一体集团化
发展模式，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学
校。目前，全区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教共
体覆盖率达90%以上，乡村和镇区公办义
务教育学校实现教共体全覆盖。

在徐鸣阳看来，高起点规划城乡“三
生”新空间、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新产业
的同时，更关键还在于高品质创造城乡
无忧新生活，不断提高全生命周期公共
服务品质，通过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
普惠，实现城乡居民富裕富足、城乡服务
优质优享。

据了解，在就业服务平台上，秀洲专
门建立了农村劳动力信息数据库和企业
用工需求信息数据平台，定期举办线上
线下“就业对接会”，实现城乡居民高质
量就业；在健康服务上，秀洲则全面优化
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15 分钟服务圈”，在共享优质
医疗资源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医疗保险
保障功能和全面发展群众体育运动。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如何守护
“最美夕阳红”？秀洲有其道：一方面，夯
实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并开发“安心养”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扩大
服务覆盖面；另一方面，居民养老待遇持
续提升，织牢社会救助“兜底网”，全面推
进全类型社会救助应助尽助。

值得一提的是，为破解城乡融合新
社区二元管理体制并存、人户分离、农居
混住等治理难题，现在，秀洲还积极探索
城乡融合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
式，建立“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现代社
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现代治理能力。
就业、就学、健康、养老、治理等共建共
享，正让秀洲农民的生活加速美起来。

秀水泱泱展新姿
——看浙江嘉兴秀洲区如何推进城乡融合促共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赵炜

2021年以来，山东省郓城县玉皇庙镇全域果树种植人工成
本降低20%，优质果率达到85%，亩产值提高20%，果树增产增效
约 1 亿元……一系列节本增效数字的背后，既离不开当地果农
的勠力奋斗，也凝聚着一位挂职干部的倾心付出——他就是山
东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苹果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成员、院派挂
职“第一镇长”董放。

“在果园里干过7年，果树就像我的‘老伙计’。”今年38岁的董
放，曾长期服务在农业生产一线，对山东省农科院发挥科研力量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县域为单位实施“三个突破”战略有很强的认同
感。自2021年9月正式挂职，他在省农科院全力支持下，整合资源、
迎难而上，为所在乡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果园、推动全链发
展，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浇灌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之花”。

应所需，打造郓城第一处智慧果园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山东省农科院于2020年启动“三
个突破”战略：在山东省西、中、东部分别选择郓城、费县、招远三
个县（市）作为样板点，聚力打造乡村振兴科技引领型齐鲁样板，
计划用 3年时间、选派 300人、投资 3亿元以上，在这 3个县（市）
内打造若干单体示范样板模式。

董放正是被选派的干部之一。2021年8月25日，距离报到时
间还有一星期，他就“跑”到郓城县玉皇庙镇干起了“第一镇长”。

董放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原来，果树种植是玉皇庙镇的
主导产业之一，他充分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在当地党委和政府
支持下深入全镇果树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和种植特色村，全面
了解掌握产业发展情况。

“全镇果树种植面积超过 4000 亩，主要品种有苹果、桃、
梨……”摸清发展底数，董放敏锐地意识到多年发展使当地产业
面临品种老化、从业人员年龄偏大、果园技术管理水平落后等一
系列问题，制约着群众增收空间。

谋定而动，他决定以建设智慧化果园为突破口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果园是土地、技术、人力等众多要素的载体，建设示范性果
园对群众的辐射带动效应事半功倍。”说干就干，董放结合山东省
农科院（郓城）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对示范园苹果和梨展示区的
地理环境、土壤条件、灌溉条件等进行了细致调研，高标准制定出智慧化果园建设方案。

2021年底，这一郓城县第一处智慧化果园建成，园区已引进“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
果园气象信息获取、智能虫情测报、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现果园节水40%以上，施肥
用药节省20%以上，辐射周边1万余亩果树，不断吸引着周边大批果农前来参观学习。

扬己长，服务果品产业全环节发展

“产业有基础，但技术、资金、市场等都相对薄弱，还是让人放心不下。”董放坦言，在
西陈庄村、五岔口村等地，仅靠示范园的长周期辐射带动远远不够，自己还要发挥专业所
长，在果品产业的技术培训、资金引进、市场对接等方面助力。

在他的协调联系下，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在西陈庄村采摘示范园建设了农科专
家工作室，并向西陈庄村和五岔口村捐赠山农酥梨苗 1200 株、秋月梨苗 2800 株等，赠
送化肥 30吨；同时，董放认真准备相关材料，协助玉皇庙镇政府申请到县级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 300万元，用于改造西陈庄采摘示范园和五岔口果树种植基地。

“来了董放，存放苹果不再愁。”西陈庄村党支部书记孟祥记介绍，董放赶在上一季苹
果和梨下树前，帮村里争取到一座 80吨的冷库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及时向群众开放，

“这下果品上市的时间就延长了，价格有保障，群众能得到更多实惠。”
除了项目引进，董放还致力于技术普及。他牵头建设300米科普长廊，多次邀请果树

栽培、生物药物、植物保护和土壤改良等领域专家在果树生长的关键时节进行专题讲座、
现场指导、网络咨询等，累计培训果树种植户、种植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 70多场（次）、
9000多人，培养基层技术骨干100多人，为地方产业发展厚植技术根基。

“虽然玉皇庙镇的果树产业有了很多变化，科技示范园的苹果和梨也即将收获，但当
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只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就会
一直坚持下去。”董放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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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陈显萍）8 月 30 日，“河南省 2022 年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培
训在河南省洛阳市开班。此次培训由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河南科技大学承
办，将分期为全省150名“头雁”展开培训，
旨在推进河南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农业农村人才素质整体提升，为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和
智力保障。

据介绍，为期15天集中授课和60个学
时线上课程中，授课专家将结合河南农业
优势特色产业类型和培训对象需求，围绕
理论素养、政策解读、经营管理等内容进行

“定制化”授课，并组织开展“体验式”教

学。同时，为每名“头雁”选配导师团队，围
绕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电商运营等领域持
续跟进服务，助力“头雁”学员全方位成长。

据了解，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是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
实施，旨在加强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
系统性培育和综合性政策支持，培育引领
一方、带动一片的“头雁”队伍。

河南省2022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培训开班

8 月 30 日，农技人员在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沫阳
镇红星村对种植的优质水稻“野香
优莉丝”进行测产。

罗甸县沫阳镇是全县水稻主产
区，有农田2万多亩。近年来，该镇
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广泛推广优良
水稻品种，狠抓山塘、水库、水窖、沟
渠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近日，沫
阳镇的万亩水稻进入收获季，经农
技人员对种植的优质水稻“野香优
莉丝”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
620 公斤，每亩比 2021 年增产了 20
公斤。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