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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聚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金平湖典范金平湖典范””

金平湖金平湖，，有一个金色的梦想有一个金色的梦想。。

““金金””是一种颜色是一种颜色。。一批美丽村落一批美丽村落、、美丽河湖美丽河湖、、美丽庭院美丽庭院、、美丽田园已然勾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江南水乡新画卷美丽田园已然勾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江南水乡新画卷。。

““金金””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财富。。在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勤劳智慧的平湖人利用农业科技这把利器勤劳智慧的平湖人利用农业科技这把利器，，实现了从实现了从““大大””转转““强强””、、从从““好好””

到到““优优””的转变的转变，，让农民的口袋让农民的口袋““鼓鼓””了起来了起来。。

““金金””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荣誉。。平湖获评平湖获评20222022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浙江数字乡村浙江数字乡村““金翼奖金翼奖””十佳县十佳县，，党建统领党建统领““抱抱

团富团富””、、迭代升级迭代升级““浙农服浙农服””等工作得到省委副书记黄建发批示肯定等工作得到省委副书记黄建发批示肯定。。

…………

踏歌而来踏歌而来，，金平湖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金平湖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20222022年年，，我市深入实施新时代我市深入实施新时代““三农三农””工作工作““369369””行动行动，，对标高质量乡村振兴对标高质量乡村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立中共平湖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中共平湖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全面落实全面落实““五级书记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要抓乡村振兴责任要

求求，，构建构建““11+X+n+X+n””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以以““三大行动三大行动””为抓手为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书写乡村振兴平湖答卷书写乡村振兴平湖答卷
扮靓金平湖璀璨明珠扮靓金平湖璀璨明珠

■■记者记者 戴绯绯戴绯绯 通讯员通讯员 顾晔昀顾晔昀

春华秋实满庭芳，栉风沐雨砥砺

行。回眸 2022，平湖“三农人”一起见证

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起砺炼了我

市极不平凡、破难而上的一年，一起携手

全市人民攻坚克难，用汗水印写时代的

芳华。展望2023，我们将继续创新奋进、

保持干劲，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为金平湖璀璨明珠增光添彩。

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办）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 浩

聚焦产业提质，开创现代农业新局面

做强农业产业。抓好粮食生产，全面完成播
种面积、产量任务。持续推进“米香”和西瓜振兴
五年行动，扩面稻渔综合种养，蔬菜瓜果面积保持
稳定。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展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提档现代产业。加快推进

“一心两区五园”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争取“国字
号”荣誉创建。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优化农村
营商环境。举办第七届农洽会，以种子种苗为核
心开展特色农业产业链招商。

聚焦生态兴农，打造绿色发展新标杆

打响生态农业招牌。继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着重打造特色亮点
样板区。深化“肥药两制”改革，全市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推广绿色高效技术。开展配方肥替
代平衡肥行动。持续抓好养殖尾水治理长效管
理，规范主体养殖行为。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厂
化运行、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筑牢农业

生产防线。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压实农业
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农业防灾减灾、渔船安全、农
业生产安全等体系建设。加强渔业资源生态修
复，推进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

聚焦全域和美，谱写美丽乡村新篇章

创建精品村落。围绕“平沪之恋·未来嘉乡”主
题，持续推进未来乡村建设，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一
新”群体，做优做精九大场景。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扩面提质，“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农村
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实现五连优。提质人居环

境。深入开展人居环境全域秀美整治，梯度推动水
田路房持续改善。农村垃圾源头分类准确率达
90%以上，所有农村公厕保持规范化管理，人居环
境暗访检查力争嘉兴排名保持前列。打造示范片

区。以全域美丽示范样板区、美丽经济高效转化
区、共同富裕集中展示区的“三区”为目标，通过统
筹项目、集中资源，片区化、组团式建设和美乡村。

聚焦改革赋能，推进强村富民新突破

深化农村改革。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
革，加快“1+8+N”共富体系建设。迭代升级“飞
地抱团”发展模式，保障村集体持续增收。推进
农业标准地改革省级试点，加快农业生产全生命
周期管理和服务。增加农民收入。探索“集体+”

“众筹+”等村庄经营新模式，带动更多农户、低收
入农户增收。深化低收入家庭帮扶增收项目，持
续推动低收入农户增收与强村项目、众筹项目、
产业项目挂钩。保障农民权益。启动实施新一
轮农民住房改善三年行动，多元化满足农民住房
改善需求。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创新建立
收支、分配等经济合作社风险内控机制。深化数

字化改革。加快推进“四个一批”场景应用，高质
量做好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聚焦城乡融合，构建城乡一体新风貌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全国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点，加快冷链物流服
务网络向农村延伸。持续推进公路和危旧桥改
建，争创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加快乡村
5G整体覆盖，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遥感、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化技术在农业农村领
域应用。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聚焦“互联
网+义务教育”，推动城乡初中共同体建设。提升
医共体能级，强化基层卫生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能力。聚力“一老一小”，完善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参保
扩面机制。唱响乡村文明新风尚。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和农村党建、文化阵地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创建一批示范、特色文化礼堂，打造“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加强历史文化传统村
落、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20232023，，绘美乡村绘美乡村““新图景新图景””
添彩赋能添彩赋能““今平湖今平湖””

筑牢“压舱石”
稳产保供全面发力

【看点】

2022年 7月 18日，“抱团共富·农

创未来”第六届平湖农业经济洽谈会举

行，共签约项目 43个，其中农业招商引

资项目 33个，总投资 30.18亿元。纳高

生物科技项目是此次农洽会投资最大

的项目，落户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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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

2022年，平湖打了一场漂亮的粮食

丰产主攻仗。全市实现农业产值 26.68
亿元、增速 2.8%，增加值 18.34亿元、增

速 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573元、增速6.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缩小至1.60：1。守牢粮食安全

底线，深化“米香”振兴五年计划，新建

高标准农田 1.23万亩，完成耕地“非农

化”整治 1.4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非

粮化”整治优化 2.84万亩，“两非”整治

完成率均实现 100%。粮食全产业链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小麦亩产打破浙江11
年纪录。推动西瓜振兴五年计划，“平

湖西瓜”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西瓜文化系统入选全省首批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资源名单。抓好生猪生产，累

计出栏生猪实现 2.26万头，其中能繁母

猪2511头。

农田四季不闲，产业生生不息。

平湖正全力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

兴，高水平举办“抱团共富·农创未来”

第六届农洽会。全市 13个项目列入省

级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实施计划，完成

投资 5.4亿元，完成率 105.8%。农开区

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首批省

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推进农业“双强”，获评嘉兴工作一等

奖。开展农田数字化管理试点县建

设，新仓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入围全

省首批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创建名

单，完成投资 1700万元。加快农业科

技推广，达成院地合作项目 6 个。平

湖水稻科技小院成功入选教育部、农

业农村部支持建设名单。

与此同时，为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

振兴的支撑点，平湖纵深推进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销号。扩面稻田退水“零直排”，累计

建成“零直排”工程项目 4万亩，总氮总

磷下降约 20%，相关工作经验得到省市

领导批示肯定。巩固“肥药两制”改革

成果，全市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覆

盖率94.46%，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面积22
万亩，化肥减量524吨，农药减量4.8吨，

均完成上级下达任务数。

树好“航向标”
乡村建设惠民利民

【看点】

杉山路位于新仓镇杉青港村，道路

两旁分布着多个花卉基地，是一条花卉

产业路。但是原先并不十分通达的农

村公路，成为了花卉产销融合发展的一

大瓶颈。我市投入 1713.9万元，对杉山

路进行了改造提升，实施了 3.4公里沥

青混凝土路面改建工程，沿线新建桥梁

4座，并完善了标志标线、公路绿化、路

灯亮化等附属设施，公路面貌焕然一

新。便民农村物流点、停车场、城乡公

交……杉山路的改建提升不仅改善了

人居环境，更连接了美丽经济。

【盘点】

农村道路交通网四通八达，给乡村

振兴、农民致富提供快捷通道，带动沿

线村镇因路而变、因路而美、因路而兴，

一条条乡村道路串点成线，盘活了乡村

旅游资源，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成为老百姓致富

的幸福大道。过去的一年，平湖深化

“四好农村路”建设，完成农村公路改造

提升近 60公里，危桥新建改造达百来

座。稳步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新开工建

设全塘小学扩建等 5个项目。有序推

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快推进“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模式。新仓卫生院、乍浦卫生

院的中医科，当湖中心医院的眼科、口

腔科获评“嘉兴市基层特色专科”。做

好“一老一小”群体保障，新增“养老驿

站”10个，11家镇街道居养中心实现无

感服务智能终端配备全覆盖，发布“暖

心护未来”品牌，成立护苗志愿服务队，

筑牢全市 400余名困境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防线。

这一年，我市加快打造未来乡村。

梯度推进未来乡村建设，钟埭街道沈家

弄村获评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全省数字

乡村“金翼奖”百优村，广陈镇龙萌村、

林埭镇徐家埭村获评全省第二批未来

乡村。成功创建省美丽乡村示范镇 1
个、省特色精品村 3个、新时代美丽乡

村精品村 9个，获评全省深化“千万工

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工作优胜县，“碳为观智·桨领

风华”精品线获嘉兴市比拼赛优胜。

这一年，我市纵深推进全域秀美。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指导，新创建省级高

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示范村 6
个，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准确率达

92.95%。完成嘉兴市民生实事公厕项

目，新建农村公厕 10 座、改造提升 6
座。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

村覆盖率达到 96%，标准化运维率实现

100%。持续推进绿化造林工程，深化

农村河道清淤疏浚和综合整治，完成河

道整治 29.3公里，河道清淤疏浚 122.8
公里。

丰盈“钱袋子”
增收提质助推共富

【看点】

2022年 2月，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

“我们的村晚”云录制在杭州市萧山区

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举行，新仓镇创编的

民俗舞蹈《东田社鼓》成为嘉兴市唯一

入选节目。精品节目《东田社鼓》是融

合平湖的民俗风情、文化特色的舞蹈节

目，舞蹈以“东田社鼓”为载体，用艺术

的语言去描绘农民为庆祝丰收祈福的

盛大场景，去渲染希望的情绪。对有着

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古老中国而言，春种

秋收，春华秋实，一年的辛勤耕耘，硕果

累累，最能体现家家户户奔小康和丰收

的喜悦场景。

【盘点】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近

年来，平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化强

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创新构建“1+8+
N”共富体系，共富体项目入库 60个、总

投资 19.5亿元，启动建设 34个。深化

“飞地抱团”，推进第五轮强村富民工程

6个物业项目建设，分红项目 4个，分红

金额909万元。预计年内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全部达到120万元。深化数字化改

革，创新开发“抱团富”应用，先后列入

“浙农富裕”农房盘活、“浙农经管”飞地

抱团两项数字化场景首批先行先试县

市。深化新时代社会救助改革，创新打

造“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应用

场景，实现困难群众“五型三色”精准画

像，相关工作获民政部肯定。

农民的幸福感来源于什么？提高

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的物质生

活，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皆是提升农

民幸福感的题中之义。

乡村振兴，让百姓“住”在幸福里。

一方面，持续改善一批农民住房，新启

动建设公寓房 2348套，新社区集聚 714
户，自然村落保留点审批建房 615户。

继续推动低收入农户医疗补充政策性

保险，纳入年度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完

成新一年度保险方案确定、协议签订，

惠及低收入农户 3966 名，保费 79.3 万

元。另一方面，持续孕育文明乡风，加

快文化阵地建设，新仓镇秦沙村、林埭

镇保丰村两个村文化礼堂获评省五星

级文化礼堂。常态化开展“我在文化礼

堂等你”“我们的村晚”等主题活动近

2000场，覆盖群众近23万人次。成立镇

街道“一镇一品”阅读品牌“爱阅联盟”，

平湖农民读书会入选全省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典型、省文化和旅游促进

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深化“作家驻

村”助力乡村振兴，精心挑选 18名作家

到18个村驻点，讴歌乡村文化发展。

乡村振兴，让百姓更有“安全感”。

不断完善要素保障措施，完善土地、资

金保障机制，并安排财政资金投入于农

业农村建设。深化特派员制度，新下派

乡村振兴特派员 25名、科技特派员 70
名，组团下乡送“才”“技”，赋能乡村振

兴。深入开展“千名干部访万家”网格

连心大夜访，以“板凳夜话”搜集办理各

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