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青 240公斤、矮脚青 2400公斤、青甘蓝 3500
公斤……每天上午 9时许，来自平湖龙磬实业有限公
司的订单都会准时发到中华村“农产品初加工”共富
工坊，再由工坊负责人沈伦芳将任务下派到各个“蔬
菜小组”。

记者来到工坊时，“青菜小组”的范金珠刚收到
300公斤的鲜切任务，正与同伴忙碌地工作着。“毛菜
变净菜，主打一个‘细致’，像叶片上有虫咬的孔、烂黄
的残叶都要扒掉。”范金珠说，只见她一手拿着菜刀，
一手握住青菜，娴熟地去叶、砍菜，忙得不亦乐乎。在
她身后，青甘蓝、辣椒、番茄等新鲜蔬菜堆满车间，等
待加工完毕后装箱冷藏，发往上海等地的餐饮企业和
大型商超。

2023年9月，中华村“农产品初加工”共富工坊正
式运营。一年多来，小小的工坊成为拉动当地农业发

展、农户增收的“火车头”和新引擎。从一开始只有零
星几名员工，到现在吸纳了本村及周边40多名剩余劳
动力，实现人均月增收2500元以上，最高可达6000多
元。最令人欣喜的是，截至 2024年底，该工坊产值已
突破130万元，“小工坊”释放共同富裕“大能量”。

村强就是为了民富。“家门口”的共富工坊，让村
民做着更顺手的事、赚着更方便的钱。这几年，中华
村已建成来料加工式、产业赋能式等 4 个“共富工
坊”，村民过上了眼里有风景、口袋里有“钱景”的好
日子。

强村富民没有休止符，中华村的为民之心也不止
于此。“今年，我们联合全镇 8个村，共同推出‘一村一
品’农产品礼盒，希望以此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和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谢微叶说。石路村的糕
点、双红村的大米、三叉河村的小茄子、秦沙村的巧克

力豆……礼盒包含了各村特色产品，将于不久后正式
上线推广。

创新形式、抱团发展，从中华村富民的实践中，我
们看到了新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道
路上的不懈追求。近年来，新仓紧紧围绕“村强民富、
景美人和”的发展目标，通过打造一批共富体，推动农
民多元致富。

“2024年，我们以稻米、花卉、蔬菜、食用菌为产业
主体，规划692亩土地打造共富矩阵，持续推进共富大
棚、共富冷库、共富工坊等N个共富项目建设。”施园
峰说。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拓宽销售
渠道等，让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也使
得更多岗位涌向村民。数据显示，2024年，新仓新增
共富工坊4家，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实现月
均增收2000余元。

写好“富民”答卷，绘就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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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万亩，这是新仓的耕地总面积，也是新仓隐藏
的广袤“宝藏”。

在新仓镇副镇长施园峰看来，土地是乡村最宝贵
的资源。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关键一招”就是要唤醒
土地资源，做优土地价值，释放发展活力，推动村集体
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新仓镇粮食全产业链帮农促富社会化服务项目
就是新仓唤醒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若是从上往下
俯视，就能看到这里高标准农田阡陌、机械化设备穿
梭其间的农业现代化场景。去年秋收后，这里就立刻
准备起了下一轮的农作物耕种。

“我们以产业为基础，整合土地资源，全流程服务
农业生产活动，使村集体每年每亩增收20%以上。”浙
江仓禾农业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胡卫
卫说。2024年，他们共整合中华村、芦湾村、杉青港
村、双红村等各村农田近 13000亩，每亩农田的土地
流转费用在原基础上增加 200元，让村集体增收 260
万元左右。同时，还围绕“从一颗稻谷到一粒大米”的
全流程管理，持续赋能农产品价值。根据项目收益，
村集体还能再次获得分红。

“不久前，我们将项目的15万元分红收益分给了
镇强村公司，帮助壮大村集体经济。”胡卫卫说。粮食
全产业链项目收益可观、前景广阔，目前已吸引了多

名新农
人 参 与
农业种植，
农业无人机
等 课 程 也 深
受周边村民欢
迎。

村里将土地流转出去，让“沉
睡资源”变“增收活水”。如果说唤
醒资源是做好“土地”大文章的第一
步，那么产业集聚则让这篇文章更具

“含金量”。作为纯农业村，杉青港村
早在 2016年便引进了花卉产业，这些年
来，村里始终将打造“千亩花卉产业园”作为强
村富民的重要抓手。截至 2024年年底，该村的花卉
产业园已占地850余亩，土地流转费也从每亩1500元
上涨到了 1700元。“我们还抢抓机遇，争取了省级专
项资金，打造了 100亩的花卉产业大棚，其中连体花
卉大棚每年每亩可获得 8000元的土地流转费用，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杉青港村党委书记朱军
说。今年，杉青港村计划将整村委托给上海特冒头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运营，在土地流转费用保持高位
的同时，探索更多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土地‘活’起来、有价值，我们发展也就有了底
气。”施园峰说。2024年，新仓各村拿出210万元进行
土地流转“二次分红”，让全镇近 8000户农户享受到
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

杉青港村村民徐照龙就在这次分红中拿到了
600多元，“不用种地，就能拿钱，日子真是越过越舒
服！”徐照龙一句话道出了不少村民的心声。如今，在
土地分红的“滋养”下，村子强了、村民富了，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盘活“土地”存量，
激发产业活力

■记者 荣怡婷 林旭东 通讯员 陈明远

仓廪丰实繁华景 和美乡村幸福来
——看新仓如何解锁强村富民“密码”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冬日的新仓冬日的新仓，，一步一风景一步一风景，，一景一陶然一景一陶然。。一场关于一场关于““强村富民强村富民””的探索实践正在这片土地上生动演绎的探索实践正在这片土地上生动演绎。。
过去一年过去一年，，新仓深化运用新仓深化运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力量抓好办实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抓好办实一批重点项目，，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

入入。。20242024年年，，全镇全镇88个村集体年平均经营性收入突破个村集体年平均经营性收入突破400400万元万元，，其中其中500500万元以上行政村万元以上行政村44个个，，数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数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回望来时路回望来时路，，新仓风雨兼程新仓风雨兼程、、步履铿锵步履铿锵；；眺望奋进路眺望奋进路，，新仓蓄力待发新仓蓄力待发、、强势崛起强势崛起。。如今如今，，从机器轰鸣的项目建设一线从机器轰鸣的项目建设一线，，到瓜果飘香的蔬菜共富园到瓜果飘香的蔬菜共富园，，再到美再到美

丽乡村的角角落落丽乡村的角角落落，，一幅一幅““景美景美、、业兴业兴、、村强村强、、民富民富””的和美乡村图正缓缓铺展……的和美乡村图正缓缓铺展……

驾车行驶在平廊公路，临近浙沪交界处，两幢黑
灰相间的建筑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新
仓 2024年重点共富项目——中华村农业资源再生利
用中心。

短短一年光景，原本临时的秸秆堆放场，摇身一
变成了共富“香饽饽”，这让中华村党委书记谢微叶欣
慰不已。“有了这个项目，就可以将稻麦秸秆、园林绿
枝等再利用，制成生物质燃料，年产量达 3万吨，既变
废为宝，助力绿色发展，也能强村富民，完善产业链。”
谢微叶说。

作为“新仓经验”发源地，近年来，新仓不断创新
发展“新仓经验”，将“合作”理念融入乡村振兴，结合
各村资源禀赋及传统优势，打造出一批能够带动就
业、促进增收的好项目。

以农资再生利用中心为例，该项目由新仓 8个
村共同投资成立的芦川兴农强村公司与第三方合
资建立运营公司，主要通过秸秆深加工后卖给热电

厂实现收益。掰着手指头，谢微叶算了一笔账——
项目采用“村级保底收益+效益分红”模式，每年按
经营情况分红到各村，盈利较好时，还将提取一定
收益作为低收入帮扶专项资金。“由中华村来建设
施用房，还能得到 10%的固定租金收益，保守估计
每年稳定增加 80万元集体经营性收入。”谢微叶表
示。同时，该农资再生利用中心还面向周边农户和
低收入群众等提供 20余个共富岗位，实现“家门口”
就业。

村里有土地、企业有项目，双方合作一拍即
合。如今，在新仓，不少村书记与谢微叶一样，逐
渐尝到了项目建设的“甜头”。“这几年，杉青港村
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村庄迎来‘大变身’。去
年，我们投入近 2100 万元用于片区建设、共富大
棚打造等，经过一年多时间，各大项目迎来新进
展。”细数朱军手中的“项目清单”：投资 880 万元
建设农业大棚，种植蔬菜、花卉等特色产业，可以

实现 6%至 8%的年化收益；投资 980 万元用于蓝
莓大棚建设，每年到手 8.5%的收益，多元产业种
出“甜蜜”致富路；投资 710 万元建设水栈项目，在
获取 8%租金收益的同时，还能拿到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的保底分红……对于即将“开花结果”的
项目，朱军早已熟记于心，一连串数据清晰地描
绘出乡村振兴的“路线图”，擘画了共同富裕的

“新仓样板”。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战斗”，“合作”一词是

“新仓经验”的精华所在，也是新仓在推进项目建设
中的制胜法宝。近年来，新仓立足当地产业特色，
不断优化发展布局，通过资源共享、项目共建、收益
共惠的抱团发展，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强村之势星火燎原。2024年，新仓累计开工建设强
村兴农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共富大棚、共富冷链等
强村项目 7 个，覆盖全镇所有行政村，投资额超
1.7亿元。

做优“项目”增量，赋能高质量发展

百姓点赞

沈小弟
（杉青港村村民 ）

看到村里的项目一天一个样，我由衷地感到高
兴。这些新建的项目将在今年完工，我们都十分期待，
希望项目建成后，能带动人气、美化环境，让我们村发
展得越来越好。

徐友福
（友联村村民）

村里的道路修得更加宽敞整齐了，出行很方便，不
用再担心安全问题，村里更富裕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也更加有滋有味。现在一出门就能看到村里的好风景，
农田里的好收成，感觉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胡川英
（中华村村民）

村集体强大了，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也涨了。现在
家门口还多了一家共富工坊，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但工
坊里的活很容易上手，让我多了一条致富增收的路
子。除了在家门口就业，村里每年还会给我们发分红，
钱袋子越来越鼓，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了。

共富工坊工作忙共富工坊工作忙

共富项目建设正酣共富项目建设正酣

采访札记

农业兴，则产业旺、村民富。作为“新仓经验”发源
地，新仓镇始终将强村富民放在首位，聚焦省“千万工
程”，把新时代“新仓经验”写在大地上。过去一年，新
仓强村实招不断，富民见行见效，打造了全市首批共富
大棚，和美乡村全面提档，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细细品味新仓强村富民新篇章，思路清、举措实、
目标明是关键词。土地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要义，生存
之基。做好强村富民，关键就是要做好土地的文章，让
土地产生更高的收益。从新仓镇早期开展全村、全镇
的土地流转到粮食全产业链帮农促富社会化服务项目
进一步整合土地资源。新仓镇一直在土地增值上实做
文章，在宏观的土地流转下，杉青港村还依托花卉产
业，打造“千亩花卉产业园”，在微观下聚焦产业集聚，
赋予土地更高价值。

谋定而动，强村有招。土地是支撑，项目则是强
村富民的助推器。从去年新仓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的表格里管中窥豹，芦湾村的标准化厂房租赁如今已
经成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重要一笔，三叉河村也在
去年以厂房回购再出租的形式实现经营性收入增长
44.73%。依托土地，做优项目已经成为新仓镇推动乡
村振兴的关键落脚点。去年，中华村农业资源再生利
用中心启用；今年，杉青港村蓝莓共富大棚、杉青港水
栈等一系列项目都将投入使用，新仓镇连续打出项目
助农增收的组合拳，让项目成为强村富民的有力抓
手。

奋力而为，富民有方。强村富民，核心在人，归根
到底的衡量点就是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在推进强村
富民进程中，新仓镇将富民作为主要目标，真正体现
发展为了人民。家门口的共富工坊、土地流转的二次
分红、“一村一品”农产品礼盒……如今新仓多个共富
项目建设共同发力，富民举措越来越实，“村强民富、
景美人和”的美好图景在新仓逐渐成为现实。

共同富裕是全局工程、系统工程，要久久为功。
今年新仓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高水平推动强村富
民，做好共富输出模式，力争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增
长 10%以上。强村富民永远没有终点，在新的一年实
现“稳中有进”，新仓要深挖自身农业发展特色，聚焦
产业发展要素，深入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加快农业
项目成果转化，让“新仓经验”在这里更加生动耀眼，
让共富之花开遍乡村热土。

■林旭东

唱响共富好声音

蔬菜岛辣椒长势旺蔬菜岛辣椒长势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