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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志华

行吟偶记行吟偶记

浙江乡村行

我作为南通市人大“三农”工作考察组成员，带着学
习课题到绍兴晋生村、金华花园村、温州西堡村、湖州荻港
村等地乡村考察，到千万工程展示馆、红木雕刻产业园、湖
羊生态示范园、南浔红美人柑橘园参观，真切感受到浙江
乡村蝶变：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村民变
股民、资源变资产、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一组组数据、一
座座和美村庄、一幢幢现代考究的民居、一个个特色各异
的农业园区、一张张幸福的面孔都生动地表明：浙江已成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快、乡村经济最火、乡村环境最
美、农民生活最优、城乡区域发展最协调的省份之一，仿佛
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如果把乡村蝶变比作一部气势恢宏的协奏曲，那么则
是由外力、内力、定力、合力共同演奏融合而成的。

从外力来说，作为现代化的一道门槛，“三农”问题既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现代化进程的难中之难。要
跨越这道门槛，固然需要“三农”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外
部力量的赋能与加持，这也就是常说的“功夫在诗外”。改
革开放以来，浙江聚焦工业经济、民营经济、数字经济三
条主跑道，培育市场主体，加快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
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不断提高工业化水
平，以 1.5%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7.2% 的工业增加值
和 6.4% 的 GDP。十八大以来，浙江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9.1%、8.5%
和 8.3%。2020 年，全省三次产业比例为 3.3:40.9:55.8。
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劳动力，拉升了城镇化水平，全省城镇
化率达到 72.17%，领先全国近 10 个百分点。2020 年以来，
浙江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产业大脑，建设未来
工厂。2024 年 5 月 24 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工作，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融合化、集群化、使“先进性 + 世界级”成为浙江制

造业鲜明标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既改写全省
的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又提升农业装备水平与科技水
平，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农业生产力，并为农民非农
化、职业化创造条件。

从内力来说，就在工业化、城镇化等外力不断增强的
同时，乡村内部的活力也在与日俱增，逐渐汇聚成破茧成
蝶的磅礴力量。工业化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式循环，农
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与独立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
系日渐紧密。从横向看：农业产业的多功能门作用日益明
显，其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等基本功
能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又拓展显现新的功能，产业发
展的重点由单一保障食品供给转向多领域拓展，如秸秆利
用、农村沼气、测土配方施肥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乡
村旅游凸显出休闲观光与文化传承功能等；从纵向看：农
业生产经营一体化格局逐渐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
接，产加销、贸工农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形成多元化产业形态与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
旺。伴随着内外力量的互动，农业发展方式也发生质的变
化，传统农业逐渐蜕变为现代农业。在生产技术上，随着工
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提高，化肥、机械化与信息化大量运
用了农业，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 1.0 跃升到 3.0；在
要素投入上，农业增长的贡献由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
要素转向科技、资本等现代要素；在经营机制上，生产组织
形式由分散经营转向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下的规模经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
江山市峡口镇田园综合体为例：该镇围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增绿，加强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
风貌建设，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
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打造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主要
建设项目有卿枫峡中药材基地、蓝海园艺休闲农业园、稻
菌轮作示范基地、双得利葡萄园、千亩紫薇花海、美人蕉花
海、清心樱花谷、精品茶园、湖羊生态示范园等，其中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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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示范园遵循生态循环经济理念，生态、种养、农旅、文
旅相结合，形成集胡羊种繁育、肉羊养殖、牧草果树种植、
饲料加工、排泄物综合利用、羊文化宣传、食羊餐饮及旅游
观光服务于一体的现代湖羊生态示范园和 3A 景区。

从定力来说，2023 年浙江省把中央的总体要求与浙
江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提出
了“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准备用五年时间，从全省近 4 万
个村庄中选择 1 万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
个先进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千万工程”核心是以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为抓手，以村庄规划为龙头，以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努力建设一批
民富村美班子强的全面小康示范村，整体推进农村新社区
建设，使全省农村面貌有根本改变。二十多年来，浙江省
以“千万工程”为抓手，一任接着一任干，不跑偏方向，不偏
离航道，不另起炉灶，轰轰烈烈、润物无声、由表及里、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使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浙江连
续十九年召开“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每五年出台一个行
动计划及相关政策意见，推动“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层层
递进。浙江几十年如一日，从实际出发，围绕农民所想所
盼，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不断深化拓展“千万工程”建设
水平，先是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发展到千村精品、万村美
丽。从 2021 年起，千万工程步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
升级新阶段，重点提升乡村产业匹配度、基层基础设施完
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城乡发展高融合度，“诗画江南、山
水浙江”的图景正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以绍兴晋生村为
例：村域面积 2.3 平方公里，农户 805 户，户籍人口 2143 人，
新居民 1580 人。通过乡村景区化、产业数字化、运营专业
化，挖掘名人资源，建成乡村文旅综合体，链接周边的谢晋
故居、醉美梨园、水乡漫街等景点，穿点成线，连片成景，建
成网红打卡地，入选全国“千万工程”学习考察示范点，年
接待游客 30 万余人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03 年增
长 11.66 倍。村内公厕内无异味，地上没污渍，墙上没涂鸦，
彰显了文明水平。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实施，促进了美丽
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让农民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提升了农民的满意度，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起
步早、方向准、成效好，不仅对全国有示范作用，在国际上
也得到认可。要深入总结经验，指导督促各地朝着既定

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
章。“千万工程”荣膺联合国“地球卫士奖”，颁奖词为：中
国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效果显著。这一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表明，环境保护
可以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的力量。

从合力来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破解“三农”问题
切忌就事论事、头痛医头，需要统筹协调、合力推进。浙
江向改革、融合、结合、落实要合力。就改革而言，浙江推
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先后推出了“市场化 + 集体经
济”“宅基地改革 + 乡村建设”“标准化建设 + 农业双强”“数
字化改革 + 富民强村”等改革举措，激发发展活力，提高
发展水平。浙江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供销合作社三位一体
改革，构建上下贯通的为农服务体系。就融合而言，浙江
坚持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
轮驱动，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把提高县域承载能
力与千万工程结合起来，促进“四化同步”。特色鲜明的县
域经济已成为鲜明特色。浙江善于做好结合文章，注意发
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
来，既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发展
活力，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既不越位又
不缺位。把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农民的主体作为有机结合
起来，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潮流，从农民所思所盼出
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思想工作等手段，推进“三农”工
作，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给农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浙江大力构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参与、齐抓
共管的落实机制，做到各尽其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从
而实现多方力量的最优组合、最佳配置。“三位一体”改革
增强了内生活力和服务功能，在千万工程建设中发挥独特
作用。绍兴市上虞区供销社从 2017 年起积极探索开展
闲置农房激活改革，出台了 1+6 政策，建立了区镇村三级
工作体系，构建“线上 + 线下”交易网络，打破城乡要素流
通壁垒，颁发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证书，累计实施激
活项目 590 多个，盘活闲置农房 5300 多幢、190 万多平方
米，带动农户增收 6800 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 3000 万元。

浙江乡村行时间虽短，却让我收获满满，学到了经
验，有了心灵解渴之感，仿佛欣赏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三
农”协奏曲。■

（作者系南通市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二级巡视员，江苏

商贸职业学院合作社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