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回放】

万亩粮田，浙北粮仓。平湖坚持做好“制度稳

粮、质量强粮、科技优粮”三篇文章，全面落实“米香

振兴”行动。2024年，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43.13万
亩、总产 19.23万吨。钟埭街道小麦百亩示范田平

均亩产551.16公斤，高粱示范方平均亩产514.94公
斤、攻关田最高产量为 540.51公斤，三项均破浙江

农业之最纪录。

另一方面，粮食产业链建设成果累累，总投

资 2.12亿元的乡村振兴稻米产业集成创新项目

完美收官；2家上市企业投资的粮食产业项目“先

正达MAP”“东云智农”在独山港镇和新埭镇落地

生根。

【亮点综述】

数字最有说服力。随着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新
鲜出炉，我们感受着过去一年“三农”的时代脉动，

聆听着乡村全面振兴的铿锵足音。
这一年里，一个“稳”字被摆放在了至关重要的

位置，我市稳产保供整体向好。“稳”字不仅关乎农
民的钱袋子、粮袋子，更关乎农民的好日子。进一
步推进大米商业订单扩面提质，订单面积达到1万
亩以上。推进稻渔综合种养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创建嘉兴市级、省级稻渔综合种养重点基地 3家，
累计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21万亩。抓好生猪
生产，累计出栏生猪 4.04万头，生猪存栏 2.12万
头。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新建和改造提升高
标准农田3万亩。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现代农业产业项目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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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制定平湖市“一镇一品”特色产业发展方案，芦笋种
植面积 7300亩，西甜瓜种植面积 10230亩，水果种

植面积10113亩，花卉种植面积4643.8亩。大力做
好“土特产”文章，平湖马铃瓜、天露西瓜入选2024
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平湖糟蛋、双孢菇
入选省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名单。稻渔产业全产
业链列入2024年全省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
产业链名单。

招大引强做精做优。加强农业招商引资，成立

农业招商引资工作专班。举办平湖农业农村投资
环境说明会、2024金平湖投资合作推介会，全年签
约农业农村项目37个，总投资23.21亿元。推进项
目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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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标志性项
目谋划擂台赛优胜奖。

【未来展望】

作为产粮大县，粮食和产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如何夯实？平湖有着充分的考量。持续抓好
农业稳产保供，全面完成粮食播种面积、产量任务，
力争完成粮食单产“吨半粮”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出台新一轮“三农”系列政策，推进实施“米乡振
兴”“西瓜振兴”计划，全面推广先正达集团MAP模
式；健全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有序推进高标
准农田基础设施物业化管护。

夯实农业底盘 拓展粮食产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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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新新””而行的平湖画卷而行的平湖画卷
以创新之笔突破之墨以创新之笔突破之墨，，答好乡村全面振兴时代之问答好乡村全面振兴时代之问，，倾情擘画倾情擘画————

春天的脚步总是蕴藏着无穷力量。中央一号文件为平湖“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劲动力。于是，一场跨过春夏秋冬的奔赴，在流转的时光里，勾勒出田间大

事的平湖画卷。

追寻“农”墨重彩的2024年，总有精彩的回响。以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为引

领，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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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这条来时路，早已郁郁满芳华——

多张“国字号”名片！成功争取到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列入全

国设施种植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名单；创新发展“新仓经验”入选2024

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典型案例等。

包揽多项省级荣誉！成功创建省农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展整体推进品牌（综

合性）、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列入全省首批和美乡村三大行动试点县名单、

省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项目县名单、省首批乡村数智生活馆整

县制建设名单、全省“土特产”精品培育试点县名单。

……

创新突破！这是2025年平湖的“主题歌”，一切都在向“新”而进，向“新”而行。

在一号文件引领下，“三农”领域如何在关键之年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在“十四五”收

官之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一个时代课题。平湖将围绕创新突破主题主

线，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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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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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放】

近日，在钟埭街道钟埭村的果蔬工厂“共富大

棚”里，工作人员穿梭在草莓垄间，专注地检查每一

株草莓的生长状况，及时清理病叶、调整大棚内的

温度和湿度，精心呵护着这些“致富果”。

据悉，该项目由3个行政村和街道内49户低收入家

庭共同参与投资建设，村集体出资 900万元，低收

入家庭入股157万元。项目投产后，村集体按照投

资额的 8%获取分红，每年保底收入可达 72万元。

若项目收益超过预期，还能获得二次分红。此外，

“共富大棚”还为周边村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户提供

了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能够让他们增加稳定的

收入。

【亮点综述】

钟埭村是平湖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记
者了解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像这样的“共富大棚”累

计建成1558亩，总投资约1.18亿元，年营收达3628
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约 700万元，吸纳农民就业
12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 4.2万元。我市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群众增收
致富的“双赢”局面。

深化“三位一体”改革，联动和美乡村示范片区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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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闲置农房盘活
利用，深化“新乡邻”模式，新增盘活闲置农房 340
宗，农户财产性收入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在共富之路上，乡村如何加快步伐，与城镇发
展同频共振？平湖有着自己的答案。

“千万工程”引领下，平湖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20个城乡提升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23.39亿
元，完成年度任务的167.3%，排名嘉兴第二。完成
全省首个运动主题“悦享运动·爱达未来”县域风貌

区建设。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是提升获得

感、幸福感的必要举措。畅通城乡交通网络，新
（改）建农村公路 3.7公里，养护工程 59.31公里，成
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在城乡交通一体
化评估中获全省第一。城乡公办义务段学校教共
体总覆盖率达 100%。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
创新“餐饮企业+食堂”“养老中心+食堂”等老年助
餐服务体系；提供普惠托位318个。健全农贸市场
长效管理机制，完成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放心市
场）认定9家。

【未来展望】

在奔向共同富裕目标的道路上，乡村振兴如何
助力赋能？平湖将在共同富裕大场景下，以改革赋
能持续擦亮平湖三农“金名片”。牵头推进城乡大
融合行动，以农地全生命周期增值化改革、城乡融

合发展机制改革为抓手，争创国家县乡村公共服务
一体化试点；统筹推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
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重点工作，推进“共富大棚”建
设，计划到今年年底累计投产达3000亩；不断深化

“新乡邻”模式，积极探索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
闲置宅基地及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路径。

突出改革赋能 打造强村富民“新”引擎

【精彩回放】

步入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的龙萌村，连体温室

大棚内，基质蓝莓整齐排列，繁茂枝叶间挂着累累

果实。浙江众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大棚配

备了先进自动化气候环境控制系统，采用基质栽培

方式。在此环境下长大的蓝莓，花青素比普通蓝莓

高5倍。每亩蓝莓产量将达到2000斤以上，比室外

种植产量高出近 10倍。“我们将蓝莓分级，把直径

在18mm以上的优质果挑选出来，再冠以品牌进行

销售。”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蓝莓果肉更饱满，计

划定价比市场价高出20%，已有不少订货商打电话

前来询价、订货。

【亮点综述】

科技创新是驱动农业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眼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快速广泛应
用，以及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智慧农业为表
现形态的“农业4.0”时代已经到来。

“Deep Seek”作为时下最时髦的AI技术，它的
出现，究竟会为农业产业带来怎样的变革机会？“我
在平湖‘农小二’智能助手页面向其询问今年的规
模种粮补贴时，它秒查最新本地政策，并将复杂条

文变成通俗易懂的文字，让我即刻掌握了政策红
利。”平湖的种粮大户们纷纷反映。

平湖深知，“双强”行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双引擎”，以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带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才能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
裕。为此，依托李天来院士研究院，加快广陈镇
设施园艺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广陈镇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和新仓镇现代化农事服务
中心通过五星级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
评。推动农业数字化发展，构建“数字＋设施”智
慧农业发展体系，新增省级数字农业工厂 3 家、
数字化种养基地 4家。

此外，平湖在人才引育上精准发力，为高质量
发展蓄力赋能。推进农开区农创园建设，揭牌成
立嘉兴市首个现代农业产业学院，农创中心注册
入驻企业 18家。加强高端人才招引，申报省级人

才 3名，录取部级“头雁”8名，申报省级“头雁”15
名、省级乡村CEO1名。发布“平湖瓜匠”品牌，列
入浙江省第二批“浙农智富”品牌，评选首批“平湖
瓜匠”6人。

【未来展望】

首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这样点题，平湖如何答题？站在 2025年的时
代坐标上，平湖将注入更多科技基因，走出三步
棋。一是用好“土特产”，完成省级“土特产”精品
试点培育项目创建。二是激发“青春派”，推动青
年入乡发展，加强“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推
行“创业导师+创业政策”等多重帮扶机制，推动青
年入乡创业就业。三是打好“组合拳”，深入实施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实施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培养计划。

加强科技创新 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

【精彩回放】

“合作之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区位于

平湖东北部的新仓镇，涵盖8个行政村。

新仓镇以“一带一环八组团”为空间布局，统筹

推进8个行政村联动发展。依托杉青港打造“美丽

经济产业带”，构建“和美乡村风情环”，创新“一村

一品”特色农文旅产业集群，描绘和美乡村新画

卷。新仓和美片区也将迎来众多新业态入驻。在

这里，你能体验野米饭制作，感受质朴烟火气；参与

菌菇采摘，探寻自然馈赠；体验水上运动及越野汽

车等。

【亮点综述】

乡村振兴，美在环境。漫步如今的乡村，看得
见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拓宽后的彩虹村道蜿蜒延

伸，智慧路灯点亮乡间夜色，共富蔬菜岛、蓝莓基地
里农户忙着装箱……当然，更令人期待的是，各个
新兴业态的相继落地，正激发着传统村落焕发新活
力。

有一种乡村振兴，叫留住乡愁。为了使乡村成

为每个人心目中难以忘怀的记忆符号，平湖积极探
索乡村运营模式，编制《平湖市和美乡村运营方
案》，联合举办野米饭节、小龙虾节等系列活动。“清
溪清心·棒舞龙腾”线路入选2024年中国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行（春季）精品景点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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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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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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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生态是平湖乡村振兴路上最亮丽的底
色和最宝贵的资源。在持续巩固绿色生态上，推广
主推配方肥 1.51万吨，实施统防统治面积 21.4万
亩。提质扩面稻田退水“零直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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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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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

乡愁是一张船票，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振
兴。留住乡愁，是为了赢得未来。平湖一直在创
新前行。今年将聚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以重点
村培育为突破点，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推进乡村组团融合发展，高
标准完成“合作之源·杉水共富”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建设。深入开展省新三大行动试点县建设，完
成村道提升村 18个、农房改造 1570栋以上，管线
序化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推进省级、嘉兴市级未
来乡村创建工作。

聚力乡村建设 勾画美丽乡村“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