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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551.16公斤！去年 6月，浙江农业

之最委员会专家组专程赶赴我市钟埭

街道得稻家庭农场，开展小麦测产。经

检测，测得该农场的小麦亩均单产为

551.16公斤，刷新浙江农业“最高百亩

方亩产”纪录。

据悉，去年得稻家庭农场在种植技术

方面采用条播和双轮镇压技术，有效提升

播种精确度。此次产量的飞跃，不仅打破

了农场自身在2022年创造的542.25公斤

亩产纪录，更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小

麦生产的热潮，激励着更多农户投身农业

技术创新，共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盘点】

农业，是地方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基
石，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
望。过去一年里，市农业农村局勇挑重
担，全力夯实农业底盘，奏响了一曲振
奋人心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奋进乐章。

粮稳则国稳，粮安则民安。去年
市农业农村局锚定稳产保供核心任
务，精心谋划，真抓实干，粮食生产交
出亮眼答卷。精心谋划粮食全产业链
发展，大胆引入先正达集团 MAP 模
式，在独山港镇开展试点，并逐步在全
市推广。去年全年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43.13万亩、总产 19.23万吨，水稻、大
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可观。钟埭
街道更是传来喜讯，小麦百亩示范田、
高粱示范方与攻关田产量打破浙江农
业之最纪录。不仅如此，去年全市大
米商业订单不断扩面提质，稻渔综合
种养高质量发展，生猪生产稳定供应，
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每一项成
就都为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壁垒。

产业发展的画卷同样精彩纷呈。
去年，赛沛弗农产品供应链、设施园艺
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园等项目落地开
工，京东方智联工厂、先正达未来农场
等项目建成投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通过实
施“一镇一品”方案，芦笋、西甜瓜、水
果、花卉等特色农产品大放光彩。尤
其是“土特产”品牌建设更是硕果累
累，平湖马铃瓜、天露西瓜等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平湖糟蛋、双孢菇等
入选省名优“土特产”百品榜，稻渔产
业全产业链更是跻身全省县域 10 亿
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名单。

在招大引强的赛道上，市农业农
村局同样全力以赴。成立农业招商引
资工作专班，主动出击，奔赴长三角区
域以及广州、深圳、河北、江西等地，积
极寻求合作机遇。通过举办投资环境
说明会、投资合作推介会等活动，成功
签约 37 个农业农村项目，总投资达
23.21亿元，其中亿元项目 9个，已开工
项目 23个。项目建设成果显著，获得
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投资激励，“金
平湖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中心暨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项目”更是荣获全
省农业农村标志性项目谋划擂台赛优
胜奖。举办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实现
交易额近 380 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农
产品的流通与销售。此外，加快主体
培育，新增嘉兴市级、平湖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各 6家，进一步增强了农业产
业的发展动力。

写在大地上的写在大地上的““平湖之答平湖之答””
■■记者记者 戴绯绯戴绯绯 汤智娟汤智娟 通讯员通讯员 陆晓平陆晓平 曹曹 蓉蓉

为什么平湖大地春常在为什么平湖大地春常在？？那是那是““三农人三农人””深情写下的风采深情写下的风采。。面对面对
时代之考时代之考，，市农业农村局交上一份市农业农村局交上一份————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关乎国

计民生，关乎千家万户。

时代之考，平湖之答。打开2024年答卷，可谓“璀璨明珠耀大地，

‘农’抹淡妆总相宜”。以“1+6+3”政策矩阵为笔，以十大专班为墨，在广

袤田野上挥洒出科技兴农、生态富民的斑斓画卷。全国秸秆综合利用重

点县、全省和美乡村试点等“国字号”“省字号”荣誉接踵而至，广陈农创园

跻身全省十大现代化农创园，平湖经验登上《人民日报》头版——这是属

于平湖的“高光时刻”，更是新时代“三农”改革的铿锵足音。

平湖的答卷里，时代的辨识度日益浓烈：现代农业的“数字引擎”轰鸣

有劲；数字工厂、数字化种养基地，串联起智慧农业的黄金链条；院士团队

入驻、农创客崛起，为田野注入“最强大脑”。从稻渔共生万亩基地到“土

特产”精品矩阵，从“新乡邻”盘活闲置农房到“共富大棚”惠及千家，平湖

农业农村局以创新为犁，深耕共富沃土。

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是平湖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中的坚实步伐；每

一粒种子的萌发，都为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打造美丽生态、

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三美融合”城乡和美县域样板的愿景，正在平湖变成

幸福场景。

“创新突破的2025，需乘势而上，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继续夯实农业

底盘，加强科技创新，聚力乡村建设，突出改革赋能。”市农业农村局党委

书记、局长许建军满怀豪情地说，平湖“三农人”将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续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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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去年 12月，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

2024年数字农业工厂名单，我市旭之源

数字农业工厂、后稷数字农业工厂、霂

泽种苗数字农业工厂3家主体入选，为

我市构建“数字＋设施”智慧农业发展

体系再添新动力。

根据数字乡村引领区、智慧农业引

领区和智慧农业“百千”工程建设等部

署要求，去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不断

推动主体开展数字化改造，实现技术集

成应用。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建成省

级数字农业工厂11家，未来农场1家。

【盘点】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农业科
技水平关乎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
度”。过去一年，市农业农村局聚焦基
础设施、科技人才、农业安全等领域，整
合资源、精心布局，建起全方位、多层次
的发展体系，为农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以深化农业“双强”行动为主线，加
快农业基础设施升级。去年，市农业农
村局依托李天来院士研究院这一强大
科研力量，有力推动广陈镇设施园艺农
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通过探索生
产新技术，加速实现以果蔬种植促共
富。提速打造5公里农事服务圈，建设
完成7个农事服务中心，尤其是广陈镇
和新仓镇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通过五
星级省级初评，极大地提升了农事服务
的便捷性与专业性。围绕构建“数字＋
设施”智慧农业发展体系，去年新增 3
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和 4家数字化种
养基地，山塘村、沈家弄村等 6家单位
通过省级乡村数智生活馆验收，其中乡
村数智生活馆+“云享治富”模式获省
领导高度肯定。

人才是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活力源
泉。在农业科技人才引育方面，市农业
农村局始终不遗余力。农开区农创园建
设稳步推进，嘉兴市首个现代农业产业
学院揭牌成立，18家企业入驻农创中心，
为农业创新创业带来了人才“活水”。新
评定15家省级基层农民田间学堂，其中
五星级2家，培育农创客287名，培训高
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1188名，各类

“新农人”4200余人次，极大地提升了农
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高端人才招引
成果丰硕，成功申报3名省级人才，8名部
级“头雁”，15名省级“头雁”，1名省级乡
村CEO，成功列入省首批乡村人才振兴

“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平湖瓜匠”列
入省“浙农智富”品牌，为农业发展注入
了高端智力支持。

安全是农业发展的底线。市农业
农村局坚持筑牢农业发展防线，确保农
业生产各领域安全稳定。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上，完成36533批次快速检
测和1343批次各级定量抽检，农产品质
量安全省级例行风险抽检合格率保持
98%以上，守护了市民的餐桌安全。执
法力度不断加大，出动2805人次执法人
员，检查1826家（艘）次生产经营主体，
办理114起农业违法案件。“绿剑”护农
专项执法行动和“雷霆”行动成效显著，
在嘉兴市率先建立行刑衔接融合机制，
办理8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为农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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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周末无需远游，家门口就能拥

有梦想中的“诗与远方”？

如今，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平

湖人的周末有了更多的好去处。在

2024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60条春

季精品线路和185个精品景点名单

中，我市林埭镇“清溪清心·棒舞龙

腾”线路成功入选。

2018年，林埭镇在俞家浜建成

了全省首个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青

少年棒球场，也是全国首个乡村棒

球场，已举办各类大型赛事 40多
场。共和村历史悠久，有清溪桥、仙

桥、追远堂遗址等丰富的历史遗

存。该地以“棒舞龙腾”为主题，以

棒球 IP及其带动效应为核心，拓展

棒球共富环线，发展八大碗农家乐、

吾庐民宿、共富大棚、乡村婚庆基地

等，走出了一条“农文体旅”产乡融

合的强村“共富”之路。

【盘点】

深耕一方水土，擘画发展蓝
图。这一年，市农业农村局夯实农
业底盘、扮靓乡村风貌、建设共富矩
阵，在全域秀美、全产融合、全民共
富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在探索乡村运营上，编制《平
湖市和美乡村运营方案》，联合举
办野米饭节、小龙虾节、“嘉乡平
湖·美好起杭”2024嘉兴·平湖文旅
（杭州）推介会等系列活动。优化
“浙里田园”休闲农业精品线，开展
线上线下推广。加强乡村运营主
体培育，累计引进、培育各类乡村
运营主体 19 个；新增省级五星级
农家乐 1家、四星级农家乐 2家，建
成乡村运营重点村 7 个。大力实
施和美乡村运营“双百双十”行动，
成功创建嘉兴市运营示范村 2个、
金牌运营师2名。

在加速建设示范片区上，高标
准推进新仓镇“合作之源·杉水共
富”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建设，开工率
达 100%。深入实施省级和美乡村
示范创建工作，创建省级和美乡村
达标村 25个，新增省级未来乡村 4
个，全市和美乡村覆盖率达 60%以
上。牵头推进新三大行动，推进农
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

在持续巩固绿色生态上，主推
配方肥 1.46万吨，实施统防统治面
积 21.3万亩，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
覆盖率 50.06%。推进病虫绿色防
控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建成省级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4个、化学农药
零投入示范点 1个、省级健康土壤
示范基地 3个、省级科学施肥示范
区2个。大力推行“三项记录”和规
范用药制度，建立省级水产养殖用
药减量示范点、国家特色淡水鱼产
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各1个。提质
扩面稻田退水“零直排”，新开工项
目4个，覆盖面积1.18万亩，累计建
成11.94万亩。健全秸秆收储体系，
建设省级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 2
家，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98.4%，农
业农村局入选国家农业农村碳达峰
碳中和科技创新联盟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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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去年 12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印发《关于公布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案

例的通知》，“平湖市迭代升级‘广陈

模式’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入

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十大典型案例。

自 2017年 11月起，我市在全省

率先成立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创新

探索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像

建设城市一样建设农村。通过建设，

园区内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美丽乡村

建设水平和示范辐射带动能力有效

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显，基

本形成了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以三产融合推动可持续开发、以区镇

合一统筹平台建设运营为主要特征

的“广陈模式”。

【盘点】

“很多村民因为年纪大了，工作
不好找，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天工资
就有 100多块钱，钱包鼓了自然干活
也就更有劲了。”共富大棚运营负责
人胡耀峰介绍说，山塘村只需负责投
资建设大棚设施设备，后续的种苗供
应、标准化管理等环节全部由浙江后
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这种模
式在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同时，
还能每年为山塘村增加村集体收入
25万元，提供移栽、采收等相关就业
岗位帮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

解好“共富”方程式，平湖一直在
路上。

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共富模式，
规划“共富大棚”3078 亩、总投资
2.43亿元，建成投产面积 1558亩，预
计每亩为村集体增加收益 5000元以
上。深化“1+8+N”共富体系，审议入
库新一轮强村富民共富体项目 12
个，总投资 7.5亿元，其中村集体投
资 2.75 亿元，行政村参与率 75%以
上，已完工项目 6个。持续开展“股
份分红+善治积分”乡村治理模式，
继续做好“飞地抱团”低收入家庭持
股增收计划。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牵头深化
“三位一体”改革，深度打造“合作·共
富”场景。深化农业标准地改革，构
建完善农业标准地流转“标准地价”
模型，建成农业标准地 17758亩。持
续深化新一轮农民住房改善三年行
动，新启动公寓房建设 5271套，改善
农民住房 3355户。加强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深化“新乡邻”模式，农户财
产性收入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强化农村“三资”监
管。深化产权交易平台及流程管理，
实现网上交易率 100%。以“浙农经
管”系统为抓手，开展村集体资产资
源租金应收未收专项整治。做好审
计监督，对 21个村社开展农村集体
经济专项审计，以审代查规范村级财
务管理及队伍建设。深入推动“三清
一促”专项行动，配套完善“1+1+7”村
经济合作社领域监管制度体系。制
定村级债务管控八条，开展市镇村分
类动态管理。推进清廉村居建设，累
计打造省级示范单位 1家、嘉兴市级
示范单位 2家，80%以上行政村达到
清廉村居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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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许建军

2024年，我们围绕农业农村
领域城乡提升工程等重点工作，
牵头出台“1+6+3”系列涉农政
策，成立十大工作推进专班，“三
农”各项工作稳步推进。2025
年，全局上下将围绕“创新突破”
主题主线，成立十大再突破工作
专班，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持续打造美丽生态、美
丽经济、美好生活“三美融合”的
城乡和美县域样板，为我市加快
打造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
示范引领的璀璨明珠夯实“三农”
基础。

凝心聚力谋发展凝心聚力谋发展
强农富民谱新篇强农富民谱新篇

2025

夯实农业底盘
拓展产业发展新局面

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全面完
成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任务，推进

“米香振兴”计划，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加强粮食全产业链建设，推
广优质稻米订单。健全高标准农
田长效管护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物
业化管护。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出
台新一轮“三农”系列政策，编制

“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推进
西瓜振兴计划，建设5个以上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发展高效水产养
殖，实现水产品产量1.9万吨。全

面推动招大育强。加强产业规划
与要素保障，开展项目集中签约，
应用农业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培
育农业主体和星级农家乐。

加强科技创新
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

扎实推进农业“双强”。大力
发展农业低空经济，购置 50台套
以上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加快
建设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
展集聚区和广陈镇农业创业中心
二期项目，构建“数字+设施+机
械”发展体系，完成省级乡村数智
生活馆整县制建设试点创建。写

好“土特产富”文章。大力发展稻
米、西瓜等特色产业，完成省级

“土特产”精品试点培育项目创
建。推进“一镇一品”建设，打造
省级稻渔米和设施蔬菜等“土特
产”全产业链。推动青年入乡发

展。加强“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
供给，推动青年入乡创业就业。
深入实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
建设，实施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
养计划，多层次、多渠道、分专业
开展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

聚力乡村建设
勾画美丽乡村新画卷

聚力示范片区打造。推进重
点村组团融合发展，完成“合作之
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建设，开展省新三大行动试点
县建设和未来乡村创建。加强村

庄运营管理。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促进农文旅体融合，培育乡村
运营团队。深化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完善秸秆收
储体系。深化农田退水“零直排”
治理，保持“粮功区”覆盖率 50%
以上。确保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率在95%以上。

突出改革赋能
打造强村富民新引擎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牵头推
进城乡大融合行动，深化“标准地
价”改革，加快形成农户土地经营
权参考价等标志性成果，深化“三
位一体”改革，举办“新仓经验”系
列活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

济。深化“1+8+N”共富体系，推进
46个共富体项目建设，做强市级强
村公司，出台强村富民政策，建设

“共富大棚”，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持续改善农民生活。继续做
好市级项目“飞地抱团”低收入家
庭持股增收计划，年度收益按时足
额发放。持续推动低收入农户参
与强村项目、产业项目，促使发展
红利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