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抱团共富，农创未来。7 月 18 日下
午，第六届平湖农业经济洽谈会盛况空前。43个项
目花落“金平湖”，33个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30.18亿元，为平湖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3
个平台战略合作项目、7个农业科技项目，推动平湖
农业转型升级破难前行；平湖市党建统领“1+8+N”
共富体正式启动，让共同富裕再次照进现实……这
一场盛会，我们期待已久；这一场盛会，我们共铸辉
煌。“金平湖”，向未来，我们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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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深深 度度11

采访札记

■李雨婷

“我宣布，平湖市党建统领‘1+8+N’共富体正式启动
……”伴随着本届农洽会上一片热烈的掌声，饱含期待
的共富体建设正式启动，平湖百姓的共同富裕梦又一次
照进现实。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
的共同期盼，而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
路。这一点，平湖早已有实践。平湖已连续 17年实施

“强村工程”，2013年在全省首创“飞地抱团”强村模式，
走出一条从 1.0版到 6.0版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经
过多年积淀，平湖已是全省乃至全国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最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县市之一。去年，我市
所有村经常性收入超过 180万元、经营性收入超过 100
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64:1，其中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4万元。

百尺竿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进一步。。面对全省面对全省““两个先行两个先行””新目标新目标
和嘉兴和嘉兴““两个率先两个率先””新使命新使命，，平湖也在谋划新的共富路平湖也在谋划新的共富路。。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我们统筹考虑优化生产关系和创新生产力我们统筹考虑优化生产关系和创新生产力
协同协同，，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切入点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切入点，，创新打造了创新打造了‘‘11++
88+N+N’’共富体共富体。。””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浩说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浩说，，即培育即培育““11””个个
市级强村公司市级强村公司，，建设建设““飞地抱团飞地抱团””、、农房盘活农房盘活、、众筹经营众筹经营、、
乡村劳务乡村劳务、、产业联结产业联结、、土地股份土地股份、、景区村庄景区村庄、、文明善治等文明善治等

““88””个领域共富体个领域共富体，，打造打造““NN””个数字化应用场景个数字化应用场景，，以村富以村富
带民富带民富，，线上线下高质高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线上线下高质高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共富梦共富梦，，看得见看得见；；共富路共富路，，很坚定很坚定。。在农洽会上在农洽会上，，88个个
共富体分别畅谈了自己的共富路径共富体分别畅谈了自己的共富路径，，““飞地抱团飞地抱团””共富体共富体
在原有项目基础上在原有项目基础上，，谋划新建市级谋划新建市级““飞地抱团飞地抱团””项目项目11个个、、
镇级镇级““飞地抱团飞地抱团””项目项目88个个，，总投资总投资77..88亿亿元，助力村集体

年增收3800万元；农房盘活共富体将依托农房盘活“十
百千”行动，引导农户委托村集体出租闲置农房，打造十
个“新乡邻”示范片区、推进百村联动发展、激活千幢农
房价值……每一个项目都最大限度挖掘农村资源，每一
条路径都最大限度惠及民生，推动农民致富。

多拳出击，精准发力。乘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N”
个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也呼之欲出。接下来，我
市将聚焦当前土地产出效益低、抱团项目统筹数据支撑
不足、闲置农房和劳务供需信息不对称等现实问题，开
发“飞地抱团”、众筹经营、新乡邻、乡村劳务、产业联结
等 5个共富子场景，打造“‘抱团富’大脑+应用架构”的
强村富民数字化应用大场景，着力盘活土地、农房、资
金、劳力等要素资源。通过数据集成处理、数据模型、智
能引擎、多维度分析，可视化呈现呈现，，形成具有平湖形成具有平湖““抱团抱团
富富””特色的村富带民富增收画像特色的村富带民富增收画像。。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始于初心始于初心，，践于行动践于行动。。共富体的启动为共富体的启动为
平湖人民画下了致富的路径平湖人民画下了致富的路径，，而农洽会上一个个带有而农洽会上一个个带有

““共富共富””因子的项目因子的项目，，是当前看得见的红利是当前看得见的红利。。落户平湖落户平湖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水村船寮综合休闲体项目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水村船寮综合休闲体项目，，将结合将结合
美丽乡村精品线成果美丽乡村精品线成果，，利用闲置农房打造水村船寮综利用闲置农房打造水村船寮综
合体合体，，农户可以直接从租赁农房中得到收益农户可以直接从租赁农房中得到收益；；平湖红爪平湖红爪
姜靶向防腐技术研究与腌制品开发示范项目姜靶向防腐技术研究与腌制品开发示范项目，，将通过将通过
产学研转化系列姜制食品产学研转化系列姜制食品，，提高当地种植农户的经济提高当地种植农户的经济
效益效益，，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农村共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也期待有我们也期待有
更多强村富民的标志性成果更多强村富民的标志性成果，，为平湖百姓带来更实实为平湖百姓带来更实实
在在的共富收获在在的共富收获。。

抱团共富创未来抱团共富创未来
———第六届平湖农业经济洽谈会侧记—第六届平湖农业经济洽谈会侧记

第六届平湖农业经济洽谈会共签约农业招商引资项目
33个，总投资 30.18亿元，亿元以上项目有 11个……招商引
资项目，是每年农洽会上的焦点，因为不仅标榜着平湖农业
发展举足轻重的今天，更昭示着平湖农业无限可能的明天。
不负众望，今年的农洽会，无论是项目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更
加出彩、出新、出色，为平湖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一轮
的活力。

平湖，自古就有“金平湖”的美誉。光辉灿烂的农业发展
史激励着勇猛精进的平湖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斗在“三
农”之路上。过去五年，依托农洽会的平台，已累计签约了
153个高质量项目，签约总金额 158亿元，一大批科技型、创
新型、总部型农业项目在平湖落户，乡村全面振兴的潜力也
随之不断积蓄、后劲不断增强。

“从第一届农洽会的注重农业项目数量招引，这几年我
们逐渐转变为‘量质并举式’招引，既注重量，更看重质。今
年的农洽会特色更加明显，突出了共同富裕的主题，招引的
农业企业都是和我们的农业产业紧密相连，拥有更高质量的
农业技术。”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袁利强说。今年投资最大
的项目是落户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的纳高生物科技项目，计
划总投资4.5亿元，规划总面积20亩，分三期实施建设，项目
计划与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加工企业和精准营养公司协
作，利用超临界流体结晶技术，对相关公司所需标的物的成
分/营养素生物（DDS）进行超微萃取，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我们是目前全国唯一、全球第四家具备该技术的公司，能通
过技术把生物利用度提高10倍至50倍，前景非常可观。”纳
高生物（浙江）有限公司董事李泼介绍说，此次落户平湖，他
们非常有信心把项目做大做强。

作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市，平湖不仅形成了“浙农服”
“浙农补”“善治宝”等一批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果，农业数字
化发展也不落后。本届农洽会上，就签约了数字农业项目
11个，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其中由京东方后稷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的平湖智联植物工厂项目最为瞩目。该项目预计总
投资2亿元，计划打造全国领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
智联植物工厂高新技术示范区，将把人工智能用于农业生
产，发展高品质特色农业，促进智慧农业在浙江地区进一步
推广。

“今年我们也更加突出长三角一体化，引进来自长三
角地区的项目 28个，其中上海 9个，持续推动接轨上海向
更广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拓展。”袁利强
说，其中落户独山港镇的浙沪田园星天地项目，由上海石
闻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2亿元（一期），占地
面积 13.75万平方米，将以现有的航天科普馆、东郁园林为
基础，串珠成链，新建航天种源培育实验室、粮食种源国产
化研究基地、种源培育院士工作站、航天蔬菜全产业链项
目、航天亲子科普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提升航天科普馆
等区块，力争建成中国航天科普旅行目的地、中国第一乡
村航天科普旅行研学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国家4A级景区。

从量增走向质升
项目更有高度

从单向走向多维
转型更有力度

一个农业项目提升一域，一项农业技术造福一片，
一项农业服务惠泽一方。

农业，不仅仅是项目，要让农业如泉涌之水，生生不
息，关键还是要为其注入源头动力。筑梦“三农”，农创
未来。本届的农洽会上，引人注目的不光是招商引资项
目，还有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的平台战略合作和农业科
技项目。

“平湖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但是大部
分农业主体存在需求强、技术弱的矛盾，所以我们以农
洽会为契机，希望借助有技术、有科研能力的国家级、省
级农业科研院校合作的机会，增加平湖农业的科技含
量，提升农业主体技术水平，推动全市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袁利强说，本届农洽会他们从单一项目合作走向
多维度深化合作，其中平台战略合作为中国水稻研究
所—平湖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平湖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浙江省农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平湖市人民政府共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战略合作。

平台战略合作内容广泛，涵盖了一二三产、土地综
合整治、农业金融服务、农业科创人才等全方位多维度，
通过与国家级、省级单位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发挥现代
农业项目、技术、人才、资金、要素等集聚优势。其中与
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合作，将依托平湖稻米产业项目建立
相应基地推进数字化稻米产业大脑中水稻生长等模型，

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及成果孵化，将基地建设成为
现代农业粮油作物绿色种植示范基地，科技成果的试验
区、展示区及“产、学、研”相结合的示范基地，同时建设
适宜的可推广可指导的优质水稻生产技术模型，研发和
集成配套绿色、高效、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协助平湖完善
品种种植区划、提升稻米品质、强化品牌建设，打造水稻
全产业链。

技术是农业的命脉。如何提高农业技术，不仅是转
型升级的关键，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纵观本届农
洽会上签约的7个农业科技项目，皆聚焦了我市农业产
业的短板，与农村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平湖红爪姜靶向防腐技术研究与腌制品开发示范项目
就立足我市农业名产品红爪姜腌制保质期过短等问题，
将由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与平湖市农业
农村局开展合作，通过项目的实施，研究其基本营养组
成与含量分析，集成靶向防腐控制技术，开发红爪姜腌
制新品3个，完成制定产品质量标准（企业标准）1个，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益。平
湖还是浙江浆蜂的发源地之一，平湖意蜂声名远扬，此
次签约的平湖意蜂狄斯瓦螨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将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助力下，通过技术
手段，获得杀螨效果更好但对蜜蜂更安全的配方，为平
湖养蜂业提供狄斯瓦螨绿色防控技术，支撑蜜蜂授粉服
务产业发展。

从抱团走向共富
致富更有深度

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平台战略合作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共富体启动共富体启动

一句“美哉！金平湖！”让金平湖声
名大噪。因农而生，以农而兴，农业早已
刻进了平湖这片土地的血脉肌理。随着
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平湖农业以后
起之势，乘风破浪，与时代同行，与创新
共进，努力打造“金平湖”新的辉煌。

平湖人对农业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
牵挂。续写“金平湖”的数百年风华，“平
和报本 勇猛精进”的平湖人始终在兴农
强农路上探索创新，奋勇前行。锚定现
代农业发展需求，平湖始终以理念创新
推动平台创新、模式创新，加快“新农人”
创业人才和高端要素集聚。2017年，在
全省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举办全省首
个县级农业经济洽谈会，举措之新、力度
之大，在平湖农业的发展史上翻开了一
页崭新的篇章，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再谋
新路径。

农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力
弱等问题，曾是农业面临的多维困境，农
民收入低亦不可避免。要破解这样的瓶
颈，必然不能固步自封，必须要与时俱
进、改革创新，要目光向前、眼光向外，招
引一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项目，农
洽会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到今天，迈
过第一个五年，平湖累计落地高质量产
业项目113个，总投资约158亿元。随着
这些项目的落地，数字农业、农文旅融
合、农业种质种源研发、农产品深加工等
各类现代化农业产业相继进入平湖农业
的发展版图，如源头活水，激起了平湖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浪潮。立体种植、无
土栽培、蔬菜工厂等农业发展新模式，也
随之进入平湖农民的视野，受高技术、高
收益、省劳力等优势的吸引，农民转型升
级的意识不断被激发，农业创新的内生
动力也不断被激活。

农业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更与农
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前在共同富
裕的大背景下，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是使命使然，更是初心所致。我们看
到，本届的农洽会上，启动了平湖市党建
统领“1+8+N”共富体建设，一套“强村富
民+数字化改革”组合拳，盘活了土地、
农房、资金、劳力等要素资源，实现了市
场资源配置、机制体制创新、业务流程再
造，展现了高质高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的瑰丽画卷。不仅如此，当天签约
的项目都与平湖农业产业、农民收入、农
村集体发展等紧密相关，从农民闲置农
房租赁到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谋的论的
都是共同富裕这一主题，从中也更可见
共同富裕在平湖的生动实践。

在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历史机遇期，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
背景下，我们期待农洽会能够越办越兴
旺，推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农业产
业合作；我们也期待各农业主体能够

“直挂云帆济沧海”，共转型、齐升级，共
同谱写“百般红紫共芳菲”的壮丽场景；
我们也期待，政府、农业企业、农民等各
方能够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携手
前行、共赴梦想，一起为勇当共同富裕
新崛起典范而奋勇前行。

共富路
意更“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