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要打造“农业硅谷”“共富高地”，以发展工
业的理念做强农业，以经营城市的思路开发园区，着力打造以乡村振兴引领共同富裕的“广陈模式”。步
入2022年，平湖农开区全面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在平湖高质量发展勇当共同富裕新崛起典范的新征
程上率先起步、精准落子，发力美丽经济、实践共同富裕，奋笔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广陈模式”。

■■记者记者 胡佳英胡佳英 金睿敏金睿敏 通讯员通讯员 倪倪 颖颖

看“农业硅谷”平湖农开区如何精准落子————

美丽经济美丽经济：：走向走向““共富高地共富高地””的坚定步伐的坚定步伐

行驶在总长 6.4公里的“稻花飘
香”精品旅游线路上，从一大片彩色
水稻“金平湖”红色基因图腾观赏
区，到水稻产学研协同创新试验区，
再到金平湖金色水稻嘉年华美丽粮
园互动区，一路驱车，一路美景入眼
来。

深冬的田野里，已不闻稻花香，
却见稻秆被束成一个个草垛子默默
地堆放在路旁，就像一个个卫士守
护着一方田地。龙兴村自古以来就
向水而生、向水而兴，潺潺流水孕育
出了龙兴村独特的稻谷文化。“我们
村地势低平，水质又好，种出来的稻
谷口感特别好，因此从古至今，家家
户户都种水稻，稻谷文化早已凝结
在我们的精神中，流淌在我们的血
液里。”龙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曹佳杰对“稻谷”二字有着深厚
的感情。

龙兴村孕育的不仅是水稻兴村孕育的不仅是水稻，，更更
有对历史文化与现代美学的传承和有对历史文化与现代美学的传承和
创新创新，，“‘“‘稻花飘香稻花飘香’’精品旅游线路是精品旅游线路是
一个集科技示范一个集科技示范、、科普体验科普体验、、休闲观休闲观

光于一体的新时代稻米全产业链体光于一体的新时代稻米全产业链体
验空间验空间，，游客们可以在稻花香里体游客们可以在稻花香里体
验农耕文化验农耕文化，，感受田园气息感受田园气息，，享受文享受文
化熏陶化熏陶。。””广陈镇党委委员盛晓春广陈镇党委委员盛晓春
说说。。

愿五谷丰登愿五谷丰登，，也愿精神丰盈也愿精神丰盈。。
““以前就盼着能吃口饱饭以前就盼着能吃口饱饭，，现在不一现在不一
样了样了，，每年镇里还会举办各村之间每年镇里还会举办各村之间
的文化比拼赛的文化比拼赛，，有赛厨艺也有比绣有赛厨艺也有比绣
花的花的，，活动又多又有趣活动又多又有趣。。””龙兴村村龙兴村村
民张老伯笑着说民张老伯笑着说。。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塑形需要塑形，，也需要铸也需要铸
魂魂。。只有文化铸魂只有文化铸魂、、精神引领精神引领，，人才人才
不会迷茫不会迷茫，，百姓才会崇德向善百姓才会崇德向善。。””盛盛
晓春说晓春说，，乡村的活力在于文化基因乡村的活力在于文化基因
的延续的延续，，近年来近年来，，广陈镇将乡愁滋养广陈镇将乡愁滋养
在文化沃土里在文化沃土里，，以文塑旅以文塑旅、、以旅彰以旅彰
文文，，结合农业产业招引结合农业产业招引，，串连明月山串连明月山
塘景区塘景区、、美郁花园美郁花园、、龙萌湾民宿群龙萌湾民宿群、、
蓝城春风江南小镇等蓝城春风江南小镇等，，串点成线串点成线，，铺铺
开了一张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景图开了一张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景图。。
当下当下，，明月山塘风情路线明月山塘风情路线、、乡马赛道乡马赛道
健身路线健身路线、、农创小镇体验路线农创小镇体验路线、、农开农开
购物品质路线等购物品质路线等 44条精品旅游路线条精品旅游路线

已新鲜出炉已新鲜出炉，，进一步推动了进一步推动了““农文农文
旅旅””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化的载体。。““稻花飘香稻花飘香””精品旅游路精品旅游路
线是广陈镇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线是广陈镇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
符号符号，，唤醒唤醒““沉睡沉睡””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不断推不断推
动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注脚动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注脚。。从从20172017
年年，，广陈镇就开始挖掘村史村情广陈镇就开始挖掘村史村情、、提提
炼村庄文化炼村庄文化。。20182018年年，，全镇全镇 1111个村个村
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品牌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形形
成了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一品一韵一品一韵””的文化的文化
特色特色。。

如今在广陈镇如今在广陈镇，，不管是山塘村不管是山塘村
的土布文化的土布文化，，还是泗泾村的绒绣画还是泗泾村的绒绣画
文化文化，，抑抑或是高新村的红菱文化或是高新村的红菱文化、、三三
红村的网船文化红村的网船文化，，处处不同处处不同、、各美其各美其
美美，，这些文化赋予了广陈镇别样的这些文化赋予了广陈镇别样的
色彩色彩，，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
力力。。““文化绵延不息文化绵延不息，，它不仅需要传它不仅需要传
承承，，更需要发扬更需要发扬，，广陈镇将以广陈镇将以‘‘文化文化++
旅游旅游’’为着力点为着力点，，深化文旅融合深化文旅融合，，不不
仅赋予旅游丰富的文化内涵仅赋予旅游丰富的文化内涵，，更让更让
乡村成为有历史记忆乡村成为有历史记忆、、有地域特色有地域特色
的文化精神家园的文化精神家园。。””盛晓春说盛晓春说。。

和谐村风涵养致富新内涵

美丽产业夯实村强新基石
沿着广山路行至泗泾村的牌

楼，往东拐就是幸福大道。作为横
穿泗泾村东西方向的一条主干道，
这几年幸福大道发生了巨大变化：
道路两侧新安装了路灯、种植了绿
化，路面还实行了白改黑、中间增划
了 3条彩色带……正如“幸福大道”
这一路名，行驶在这条道路上，给人
一种稳稳的“安全感”，也给人一种
满满的“幸福感”，而这也是近几年
泗泾村村民最真实的感受。

村民们感受的幸福，不止在幸
福大道。这几天，村里的盐仓路正
在进行绿化种植。盐仓路作为一
条断头路，前期打通后，往东连到
了新仓镇秦沙村，路面还拓宽到了
7米，以后村里百姓出行不再需要
绕远路。村里的幸福河，河里筑起
了生态护岸，河边建起了人行道，
河道面貌焕然一新。冬日里，村民
们总是喜欢趁着午后暖阳前来散
散步、唠唠家常。

“我们村里的变化可大了，大家
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起
这些年的变化，村民金继雄如数家
珍，他说这些变化，大家看得见、摸

得着，这是村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也是村民勤劳肯干的结果。

泗泾村原先是普普通通的农业
村，在平湖农开区发展过程中招引
了东郁、绿迹等现代农业项目落户，
全村土地流转率达到 97%，而且还
创造了众多就业岗位。“我家面积6.9
亩的土地，全部流转了，坐着就能收
钱。我们自己不再围着农田转，解
放双手后还可以去做其他经营。”金
继雄是泗泾村5组的村民小组长，他
所在的5组现有70岁以上老年人29
人，他说闲不下来的老人都去农业
基地干活了，不仅有土地流转费还
有务工收入，“两份收入”满足着大
家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放眼整个平湖农开区，是在以
发展工业的理念做强农业产业，让
发展驶入快车道。通过健全政府和
主体、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进
一步探索“公司+基地+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户”“流转+投资+服务”“薪
金+租金+股金”等强村富民新模式，
全区农民增收渠道更加“多元化”。
仅招引落地的新型农业产业项目在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就为本

地农民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为农
民创收近3000万元。

鼓起来的不仅是群众的口袋，
还有村集体的口袋。“我们村参与建
设了平湖农开区的两个抱团项目，
2021年实现第一次分红，给我们村
增收约 30万元，全年村经营性收入
增幅达到了 25%以上。”泗泾村党总
支书记张晓萍说，他们全村共有669
户农户，已进行了分红，真正做到了
让农户共享发展成果。

作为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
区，平湖农开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
等迎来“加速度”。如何带动行政
村、村民参与其中，实现村强民富？
平湖农开区积极组织村集体参与各
项建设，进一步拓宽村集体增收渠
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张晓萍口中
的两个抱团项目，就是平湖农开区
农业科技创业中心一期项目和大棚
建设项目，分别由 11个村、6个村抱
团参建。“2021年，这两个项目实现
第一次分红，分红总额达到 280余
万元。”平湖农开区农业经济发展办
副主任杨燕萍说，这些分红目前均
已到账。

田园风景拓宽增收新渠道
冬日普照，胜似春光。上午 9

时，踩着暖洋洋的阳光，58 岁的钱
中明跛着脚，拖着麻木的右侧身躯
慢慢地走进山塘老街，这里是他“重
生”的地方，也是他赖以生存的地
方。

钱中明是地道的山塘村人，十
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不幸中风，丧失
了部分自理能力。而此时，女儿才
刚刚踏上社会，老伴也因患有风湿
病干不了重活，眼看着日子难以为
继，政府的一笔救助金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那年年底的时候，政府送
来了500元的慰问金，这在当时就是
一笔‘救命钱’啊！”钱中明感叹道，
这笔钱不仅“救”了老钱一家人的生
活，也“救”了他的信心。2013年，随
着“三改一拆”工作的推进，山塘集
镇慢慢擦去“蒙尘”。在亲人的帮助
下，老钱在山塘集镇上开出了第一
家“山塘小吃店”。

好日子还在后头。老钱中风后，
他一度期盼的“好日子”，随着山塘集
镇的打造，变成了他一家老小的“真
实日子”。2017年底，南山塘老街开

始重新改造，修门面、种绿化、搭戏
台、建广场……一处处美景重焕新
颜，一个个旅游节点新鲜亮相，依托
着慢慢发展起来的明月山塘景区，
老钱的日子终于平稳了下来。2021
年 5月，山塘老街复市。“新生”后的
老街古色古香，怀旧壁画引人入胜，
钹子书声声入耳，茶馆、民宿、文创
店等纷纷入驻。老街从原来零星的
几家店铺到如今的70多家，南北山塘
民宿也从2019年仅有的一家到现在
共有山塘人家、夜宿池边墅、一隅山
塘等近20家民宿。

景美自然迎客来，络绎不绝的
游客让老钱分外“眼红”。当年 10
月，拥有七八年小吃店经验再加
上一身祖传四代“豆腐脑”本领的
老 钱 ，再 开 张 了 一 家“ 山 塘 风
味”。山塘风味现烧现卖，独特的
风味、新鲜的用材让产品广受好
评。“还有客人专门从上海开车过
来吃呢。”钱中明满脸笑意。傍晚
时分，夕阳西照，半亩方塘波光粼
粼，水车吱吱呀呀地转着，闲下来
的老钱在老伴的陪同下，慢悠悠地

散步在景区内，享受着静谧的美好
时光。

创业不必远方，家乡也有舞
台。背靠着优美的环境，曾经无人问
津的破旧小乡村俨然成为了一处文
化旅游风景区，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越来越多的“老钱”实现从“卖劳力”
到“卖风景”的转变。他们中有返乡
创业开农家乐的“90后”小伙，有在
农场里种植花卉蔬果的六旬农妇，
有在民宿里帮忙的服务员……随着
乡村变景区、民房变民宿，如今在广
陈镇，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产
业风生水起，在丰富旅游业态的同
时也为周边百姓就业提供了更多的
渠道和机会。

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有钱途，
更有前途。“在广陈，现在在家门口
吃着‘旅游饭’的本地人不在少数，
靠着村里美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奔向了幸福生活。”广陈镇文
化旅游发展办负责人徐奕说，截至
2021年 10月，广陈镇全域旅游收入
突破 4900万元，“美丽经济”的效益
正在显现。

现代农业集聚

■胡佳英

采访札记

隆冬时节，走进平湖农业经济
开发区，不见冬日的闲散，只见一个
个农业产业项目推进如火如荼。自

“项目推进年”活动实施以来，区镇
上下合力破解要素瓶颈，项目推进
呈现破竹之势。更无感冬日的寒
冷，只觉一股股暖流抵达人心。从
农历新年访贫问苦，到村集体经济
分红，近段时间的农开大地群众笑
声不断、处处涌动暖流。

冬藏的季节里，依然“藏”不住
农开铁军的脚步，他们奔波在项
目招引的最前沿、奔跑在项目推
进的战斗场、行走在为民服务的
第一线……步步向前、步履不停。
正是因为铁军这支团队，平湖农开
区成为全市“3+1”平台体系中的新
型农业主平台，还成功列入嘉兴唯
一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省部合作
乡村振兴示范点、浙江省科技农业
园、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等创建名
单，获得平湖市首个全国文明镇，创
建成为农业特色型省级样板。

刚刚结束的市第十五次党代
会，明确了金平湖今后五年“12458”
的战略重点，号召各级党组织勇争
一流、勇当典范。作为新型农业主
平台，农开区理应在推进新时代乡
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找准
路子、迈开步子，按照农业新硅谷、
生态花园镇两大定位，奋发有为、狠
抓落实，全力推动区镇发展打好更
加坚实基础、取得更加显著突破，实
现更可持续发展。

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广陈模
式，产业发展是第一位。经过 4 年
时间的沉淀，荷兰福纳瑞园艺中心、
长三角优质草莓种源研发中心等一
个个高质量项目在农开区“安家”。
新五年，农开区要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继续紧盯龙头项目招
引，加快引进落户一批跨国型、科技
型、总部型的现代农业项目，以龙头
项目加快高质量产业集聚，构建起
农开区的核心竞争力；更要注重产
业延链补链，依托引进的一批高质
量项目，加快向农业科技、农业装
备、农业加工、农业服务、农业贸易
的全产业链延伸，打造不同于传统
农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提升平台承载力，既关联产业
发展，又关乎人居环境。当前，平湖
农开区11村抱团参建的农业科技创
业中心一期项目正加快推进，放眼其
所在的国际科技农业合作示范区，正
以惊人速度打造成为平湖农开区的

“重要窗口”。窗口里，看农开。平湖
农开区将继续推进3平方公里的国公里的国
际科技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际科技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强配加强配
套建设套建设，，让其成为越来越多农业项目让其成为越来越多农业项目
的的““重要栖所重要栖所””。。同时全面巩固农业同时全面巩固农业
特色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创建成果特色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创建成果，，
大力推进城乡秀美工程大力推进城乡秀美工程，，打造宜居宜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生态花园镇业宜游的生态花园镇。。

20222022年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年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平平
湖农开区要紧紧围绕湖农开区要紧紧围绕““迭代升级广迭代升级广
陈模式陈模式””总目标总目标，，按照农业新硅谷按照农业新硅谷、、
生态花园镇两大定位生态花园镇两大定位，，奋勇向前奋勇向前、、争争
先创优先创优，，不断汇聚起前行的磅礴力不断汇聚起前行的磅礴力
量量。。

踔厉奋发
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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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深深 度度11

好风景带来村民好收入

长三角优质草莓种源研发中心

幸福路通到群众“家门口”

创建成为农业特色型省级样板创建成为农业特色型省级样板
（（本版照片由农开区提供本版照片由农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