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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描绘新图景，乡村振兴谱新

篇。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积极围绕乡村

振兴“3599”总体思路，锚定“产业发展

有特质、美丽乡村有气质、农民生活有

品质”三大目标，深入实施高质量农业

发展、高标准乡村建设、高品质民生改

善、高水准农村改革和高站位服务保障

“五大行动”，项目化推进99项重点任

务，全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地。

我市获评嘉兴市唯一一个省级乡村振

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

效明显县。

在着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平

湖乡村振兴呈现了一幅别开生面的画

卷，塑造了乡村振兴的“平湖样板”——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以

“美丽乡村标杆县”创建为目标，

启动编制五年规划，评选赵

家桥村等十大“网红村”，

打造东郁路等一批热门

打卡点。

“筑巢引凤，花开蝶

自来”——发布新一轮党

建引领长三角“田园五镇”

乡村振兴先行区项目72个，

总投资57.6亿元。

“稻花香里说丰年”——实施“米

香”振兴行动，计划投资2.1亿元建设

“一基地七中心”。完成非粮整治面积

6286亩，年度粮食播种面积预计达到

43.9万亩。

“开镰有望价钱臻”——丰富村庄

经营，发展曹桥新美劳务公司等“集

体+”新型合作经济，新埭镇大齐塘村码

头项目完成竣工。创新“集体+农户”模

式，优先安排经济薄弱村、低收入农户

参股，走共同富裕道路。新埭镇通过闲

置农房盘活，在杨庄浜村试点打造“新

乡邻公寓”，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

一系列丰硕成果，展现了平湖正以

系统观念谋划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为

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地而不懈努

力。本报现推出新闻专题《乡村振兴看

平湖》,从各镇街道细微之处解读平湖

乡村的全局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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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仓经验新仓经验””
激发乡村振兴激发乡村振兴““镇镇””能量能量

抱团发展
凝聚乡村振兴之力

【看点】

今年6月，新仓镇开始筹备谋划粮食全产业链帮农

促富农田运营方式，并且由平湖千瑞翔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新仓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市农合联（供销社）东

茂供销有限公司、平湖市新仓镇芦川兴农实业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浙江仓禾农业科

技服务股份公司，11月份由浙江

仓禾农业科技服务股份公司出

资500万元成功拍下3500亩
土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依

托市场化管理，基于数字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土地

托管模式，从“管、种、收、售”

四个方面，借助数字化平台

来实现农田全产业链服务。

【盘点】

近年来，新仓镇以乡村产业振

兴为工作重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乡村振

兴新模式。以往传统式的农田运营模式只是将分散

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式

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种植方式。而

且在流转或托管土地后，都是以“掠夺式”的生产方

式获取效益，极大地破坏了耕地地力，并且过量使用

农药化肥会导致大面积的污染环境。“土地托

管”新模式将社会化服务公司、农合联、乡

镇结合起来，组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以

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为主，依托

“互联网+土地”、数字化农业为辅，构建

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现代化农

业服务。依托“浙农服”，加快发展大合

作、大服务、大产业，将利益联结“紧”起

来、涉农资源“统”起来、农合联运作“实”起

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

“除了创新农田运营模式，我们还通过发挥党建

联盟成员单位组织共建、团结合作、龙头带动的优势，

形成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向心力和驱动力，助

推乡村振兴。”新仓镇党委委员王臻这样说道。在新

仓镇，友联村、三叉河村、石路村、双红村四村是当地

传统的农业大村，各类农作物面积达到4.7万多亩，是

全市芦笋、西甜瓜、蘑菇等产业的主要生产基地，有直

接从事规模农业生产的种植户85家、党员24名，成立

各类农业生产合作社36家。以“联”破“散”，抱团聚

力，产业融合党建联盟的建立着力破解农村产业规模

小、技术弱、发展慢的难题，形成了组织共建、资源共

享、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为创新发展“新仓经验”，助

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项目带动
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看点】

新仓镇莓莓甜园产业共富项目为我市首个低收

入家庭农业产业共富项目，首创“集体+农户+公司”模

式。其依托村集体经济发展、产业发展，采用“抱团+”
模式，以股份为纽带，创新新型合作经济发展模式，盘

活和开发域内优质资源，拓展乡村产业增收渠道，实现

共同富裕。今年9月，莓莓甜园举行开园仪式，同步启

动莓莓甜园产业共富项目。该项目通过“固定收益+实
际收益分红+劳动增收”等增收方式，每年带动低收入

农户增收20.16万元，户均年增收800多元。

【盘点】

推动共同富裕，农村经济发展是关

键。莓莓甜园有一个集“农业+休闲+教
育+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三

欣惠农科技农业园”，而它背后的“股

东”则是新仓镇 260户低收入农户。

低收入家庭通过家庭自筹一点、慈善

捐一点、企业帮一点筹措入股帮扶资

金，以基本股8000元/股投资入股至平

湖市三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三欣惠农科技农业园”项目。项目红利重

点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低收入家庭每年获取

10%稳定收益。同时，按照股本构成比例享有实际

收益分配权。项目将优先吸纳周边有劳动能力的低

收入农户就业，预计每年将提供就业岗位50个以上，

每年为每户低收入家庭实现增收1万元以上。

近年来，新仓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打

造优质农产品，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推进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打造可看可游、产乡融合特色精品点，把

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让农民真正受益。新仓

镇现代化农业项目持续招引、培育、壮大，农业项目

总投资超 13亿元，“在水一方”民宿、嘉兴后花园开

心农场、老榆树·良晨农业生态园等项目建成并投入

运营，莓莓甜园、宿兮民宿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与此同时，坚持农旅文相结合，按照全域旅游的发

展理念，将新仓的田园风光、农耕文明与自然景观等资

源有机结合，举办芦川文化节、石路桃花节、白鱼望娘

节、农耕文化节等民俗文化旅游节和活动，不断丰富乡

村旅游内涵，构建“农业+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培育

新型业态，实现田园风光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

人才培育
激活乡村振兴之源

【看点】

2019年 11月，新仓 1955创新学院成立。该学

院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发挥

长三角“田园五镇”先行发展优势，以“传承红色基

因、引领绿色发展”为主线，开展新形势下基层党员

干部培训教育以及乡村振兴人才培育。学院整合众

多专家学者、相关领域顶尖人才、当地主导产业领军

人物和乡村振兴的先驱者等一流师资资源，以实际

工作与发展需求为前提，量身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

将上海一大会址、嘉兴红船的建党初心，与南社人才

培育、“新仓经验”等一系列红色基因结合起来，与现

代农业、先进技术、前瞻理念串联起来，在向广大党

员干部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让大家亲身感受绿色

发展的乡村振兴创新模式。

【盘点】

如何向世界讲好长三角一体化乡村振兴的故

事？“田园五镇”是一张“金名片”。“田园五镇”不仅具

有消费大市场，同时也是产业落地、进军国内市场的

优质平台。学院通过进行国际化合作交流、举办国

际青年乡村振兴论坛、开展国际农创青年培训和优

质农特产品进出口深度合作，借助学院平台向世界

讲好长三角一体化乡村振兴的故事。新仓镇重视人

才振兴，将“田园五镇”的“珍珠”串连成线，不断为乡

村振兴增光添彩。

乡村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新仓镇作为

接轨上海的“桥头堡”，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前沿高

地”，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加强浙沪干部人才培育，今年9月长三角干

部协同教育交流会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田园五镇”

现场教学点揭牌仪式在新仓镇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田园五镇’现场教学点的揭牌，

为‘田园五镇’新仓 1955创新学院进一步创新发展

‘新仓经验’，开展新时期干部教育和青年人才培训，

搭建了又一共建共享服务平台。”新仓镇党委书记陆

秀梅说。

聚集人才、培养人才只是开始，留住人才则是关

键。近年来，新仓镇不断加大城镇建设力度，重点加

强城市交通、城市功能基础配套，深度开发城镇新

区，建好城市平台，打好留人基础。同时，加快人才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城市智慧化

管理平台建设，做精做细服务业，切实做好接轨上

海、融入上海文章，立足“新仓经验”、创新人才合作，

构筑青年创业“样板地”，建设“引得进才、留得住人”

的临沪花园小城市，打造辐射“田园五镇”宜创宜业

的“青创新镇”以及长三角乡村振兴人才标杆地。

“新仓经验”作为合作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在开拓“三位一体”建设新局面的征程中，愈发闪烁着熠熠生辉的特殊价值。新

仓镇坚持把推动“产乡融合”作为创新发展“新仓经验”的着力点，引入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推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

用合作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互动，更好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之路，新仓镇硕果盈枝。“十三五”期间，全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新仓1955”发展思路，努力推动农业产

业转型升级，打造农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农业经济总量逐步扩大。2020年，全镇农林牧渔业实现现价产值 3.7亿元，较 2015年增长

11.8%。

在“新仓经验”的引领下，新仓镇结合农业的各方面资源，成立了新仓镇为农综合服务中心，又组建起了新型产业联盟，先后成立长

三角“田园五镇”芦笋产业服务联盟、新仓·吕巷葡萄产业示范区和花卉产业联盟。未来，新仓镇将继续坚持“合作求发展、联合兴‘三

农’”理念，不断搭建为农服务平台，完善为农服务体系，创新为农服务模式，在“三农”领域实现更多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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