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钱塘跑出富农强村“加速度”
“地不欺人，农业是比较长远的行业，扎根

下去肯定有收获！”站在田边，23岁的马鑫女笃
定地说。

三年前，药物制剂专业毕业的她回到老家
钱塘区临江街道萧东村，帮助父母打理两千多
亩承包地。深度“绑定”农业之后，马鑫女“解
锁”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的技能：在田间地头窄小
的路上开货车、保养家里的农耕工具、操控无人
机给农作物喷药水……

这样的新农人，在钱塘还有不少——作为
农业大区，该区现有59个行政村，均位于江东
区块，农村人口14.68万人。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农
民农村是重点，乡村振兴是关键。聚焦乡村专
业人才带动、共富联合体打造与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钱塘跑出富农强村共富“加速度”。

扶一个，帮一群“榜样民星”变“兴农梯队”

种粮大户宣军民，在新湾街道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民星”。

2013年，他牵头成立杭州宣氏粮油专业合
作社，专攻油菜、小麦等粮油作物的种植。9年
过去，宣氏粮油管理的土地面积已超过2000
亩，同时拥有独立的育秧中心和烘干中心；在临
江街道，萧君瓜果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啸林
最近正忙着收割莴笋，去年，仅临江片区的大棚
西瓜，合作社的销量就达到近10万公斤。

“田秀才”“土专家”的辐射效应是全方位
的：马鑫女带动了20多名农户实现增收，宣军
民的油厂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张

啸林的合作社从最初的13个社员发展到如今
的102个成员……

越来越多的农户,在钱塘的田间地头尝到
了甜头。

如何培养更多的农业领头人？强强联合少
不了。

2021年，钱塘区与浙江省农科院启动深度
合作，合作内容包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农创客
培育、乡村人才培育等十四个重点项目。

位于江东村的乡村振兴学院就是其中之
一。作为钱塘区仅有的3个杭州市首批共富村，
学院的落户让村里的共富氛围更加浓厚——以
创新浙江高层次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模式为目
标，钱塘区累计培育杭州市乡村产业技能大师7
名、杭州市乡村产业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农创
客21名、农村实用人才5000余名。

一批懂农业、有技术、能带动的农业带头人，
回过头来又为钱塘“三农”的腾飞提供了强劲动
能：2021年，钱塘区粮食稳定率和农业增加值率
高质量发展指标获得满分，位居全市第一；全区
已有农业龙头企业31家，其中，国家级1家（郝姆
斯），省级2家（美町宝、杭江乳品），市级28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110家，农机服务合作社20家。

扶一个，招一批“创新盆景”变“共富风景”

产业兴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在推进
“三农”产业繁荣的过程中，钱塘立足“共建共
享、共生共荣”发展理念，积极谋划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思路，让农业潜力变实力，村庄“颜值”变
价值，农民丰收变创收。

在钱塘，农业产业示范园已经遍地开花：“阳
光菜园”“优鲜果园”“缤纷花园”“活力牧园”“特
色渔园”，去年全区共打造5类11家农业产业示
范园，今年还将建设9个区级农业产业示范园。

特色产业村的打造也已快速启动。
今年3月，河庄街道新江村草莓小镇项目、

义蓬街道春光村稻香小镇项目分别与各自的街
道商会完成签约，目前都已完成规划设计。春
光村党支部书记潘高峰介绍，春光村共有内外
耕地2098亩，其中集中流转的连片1000亩土
地将被打造成稻香小镇。

“村民土地集中流转到村集体，每亩每年的
收入是1800元，村民还可以在稻香小镇经营农
家乐；此外，稻香小镇还能提供劳动就业岗位；
村集体经济也将得到显著提升，未来能辐射带
动更多村民实现共同富裕。”潘高峰说。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样的模式逐渐成型：
来到河庄街道新围村，这里正在规划建造一个
占地面积达295亩的麦腾生态农园。

“项目建成后，将包含市民认领区、科研试
种区、休闲娱乐区等核心内容板块，以解决城市
家庭的优质蔬菜供应为第一定位，通过市民认
领的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订单化，同时满足市
民对于蔬菜的个性化需求，力争达到‘双赢’结
果。”农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今年钱塘区已培育7家农业研学基
地，总计规模2000亩以上，乔司农场星野牧歌、
麦腾农园等项目年内都将正式开园。可以预
见，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三农共富图景届时
将在钱塘大地上徐徐铺开。

杭州日报2022-04-21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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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江省首个整合设立的新区和最年
轻的行政区之一，杭州市钱塘区已成立一周
年。4月19日，“钱塘观澜 共富潮涌——央媒
看钱塘”媒体行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多家媒
体走进钱塘区，触摸新兴产业脉动，感受共同
富裕潮涌。

2021 年 4 月，钱塘区开启“政区合一”
新征程，全力以赴投身现代化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

启动仪式现场，钱塘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李鹏介绍，2021年，钱塘区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 1200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6.6%，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同比
增长6.5%，此外还收获了“入选浙江省首批
高能级战略平台培育名单”“居浙江全省六
大新区综合评价第一”“浙江全省经开区考
核第一”等成绩。

据悉，钱塘区以打造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
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
浙江全省标志性战略性改革开放大平台、杭州
湾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融合创新发展引领区
四大目标为引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时代样
板建设。

今年对浙江来说，是大事喜事盛事叠加的
一年。于钱塘区而言，亦迎来诸多发展亮点和
重点。

作为轮滑、滑板、手球、击剑等项目的承办
地，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期间，钱塘区
将见证72块金牌的产生。钱塘区将举全区之
力做好亚运服务保障工作，为高质量呈现“中
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亚
运盛会贡献钱塘力量。

围绕共同富裕，钱塘区着力争创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时代样板，推进共富

“1+1+6”架构体系，特别是聚焦钱塘特色，提
出了推进技术工人实现共富的“钱塘方案”。

产业是钱塘区的立区之本，也是命脉所
在。4月初，该区召开了首届发展大会，发布

了高能级战略平台行动计划、产业新政和“一
带两城”整体规划，围绕培育产业新动能和提
升城市能级高度划定发展路径，勾勒美好蓝
图，撬动产业跃升。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是
时代的见证者，是社会发展的记录者。”中国新
闻社浙江分社副社长童静宜认为，面对钱塘潮
涌，这次采风活动的举办恰逢其时。

“我们将自觉扛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钱塘区
各个点位，挖掘有代表性的鲜活案例和精彩故
事，展示基层的生动实践和典型经验。”童静宜
表示。

当天，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
新社等多家媒体走进钱塘区，围绕共同富
裕、产业高质量发展、创业创新等主题，先后
在邻里社区、机器人创新中心、江东村、西子

航空、花西子科研中心等点位开展媒体采风
和采访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期间，媒体记者将通过图
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
的报道，全面展示钱塘区争创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时代样板的良好态势和
精神面貌。

“通过深入了解钱塘区的一个个创新实
践，我们看到了具有钱塘特色的共富方案，也
让我对钱塘区、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共富之路
充满信心。作为媒体人，今后我们将发力讲好
共富故事。”中国日报记者祁潇表示。

据悉，“钱塘观澜 共富潮涌——央媒看钱
塘”媒体行活动由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杭州
市钱塘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
宣传部承办，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新闻发展中
心协办。

多家媒体走进钱塘区采访

央媒走进杭州钱塘：
触摸新兴产业脉动 感受共同富裕潮涌

都市与田园协调发展

杭州钱塘打造12个“千亩粮仓”
春雨中，钱塘江畔，广袤田野正在孕育新的

丰收图景。22日中午，记者走进杭州市钱塘区
的江东农场,一望无垠的麦田中，技术人员正准
备开展厨余有机肥应用试验。“我们是创新的风
向标，两年已试验40多个粮食新品种。”农场副
场长孔万春自豪地说。

以制造业为重的钱塘区，还是我省的重要
粮仓。包括江东农场在内，钱塘区共打造了12
个“千亩粮仓”。去年，钱塘区完成1.9万亩抛荒
地整治，小麦、早稻、晚稻规模种植面积分别比
上年增长166%、14%和47%，上交国家订购粮
约3.5万吨，粮食生产稳定度和农业增加值率均
位列杭州第一。

12个“千亩粮仓”各有侧重。如小泗埠村示
范区，曾经尘土飞扬的荒地变身1500亩的油菜
麦田，实现粮食的规模化种植；万青生态示范
区，“数字大棚”里集成虫情监测、空气湿度实时

分析等功能……无论从规模还是科技应用上，
“千亩粮仓”都正在打造现代农业标杆。“这里能
看到都市与田园协调发展的新景象。”钱塘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陈兴说。

受益于“千亩粮仓”的打造，种粮大户有了
更高积极性，也改变着钱塘区的乡村形象。
插秧机、无人机……在临江村，44岁的“新农
人”杨国建家里，各式农机摆满院子。今年，
他新承包 700 多亩稻田，还种了 300 多亩蔬
菜，有望实现增收近百万元。“从育苗到施肥
再到收割，我们和‘粮仓’共享机械化资源，再
也不用‘靠天吃饭’，当个现代农民挺好！”种
粮事业风生水起，杨国建也感受到家乡的变
化。在临江村，稻田之间用水泥路相连，现代
化沟渠随处可见，“从家能直接开车到田埂
上。”他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新农人”行列，

带领更多村民奔跑在共富路上。在萧东村，
1999年出生的马鑫女，辞去医药企业工作，接手
父亲创办的农业公司，打造2075.6亩种植基地，
带动20多个农户实现增收。“除了种植方式规
模化和科技化，年轻人种田的视角也更加多
元。”马鑫女说，最近，她计划将自家的承包地与
家乡围垦文化、知青文化等特色文化相结合，探
索休闲农业新路径。

以“千亩粮仓”为起点，钱塘区正在启动
万亩粮仓示范区建设，吸引更多种植大户加
入。在建华村，种粮大户宣军民牵头成立粮
油合作社，承包 2000余亩土地，除了带动周
边农户种植油菜优良品种，还引入专业的菜
籽油深加工厂，为村民提供全链条服务。今
年，钱塘区还将与浙江省农科院合作，启动
1500 亩种子种苗基地建设，联合打造全省

“种业硅谷”。

浙江日报2022-03-23发

浙江杭州钱塘区——让乡村更美农民更富

“以前我们都是光脚下地干
活，干农活都靠人力。”杭州钱塘
区南沙村村民杨张水回忆过去，
深有感触。看看现在，村里新修
的机耕路通到农田深处，机器插
秧、无人机洒药、机械化收割
……新型劳作方式让农民的生
产生活更便利和省力了。

这些年，当地从滩涂垦区变为
工业园区，再变为城市新区，村民也
从最初向围垦区要土地、要粮食，到
如今向产业发展要收入、谋增收。

据了解，钱塘区根据“一村
一特色”理念，将河庄街道6个
村划分为智慧漫居、田园品鲜、
钱塘耕韵、围垦听潮四大板块，
整合资源，打造品牌。

“‘种满园、连成片、点漂亮、

清干净、景观美、效益高’，钱塘
区按照这个要求抓抛荒地整治，
不断提升田园清洁化、生态化、
规模化水平。”钱塘区农业农村
局局长陈兴介绍，钱塘区要建设
一批粮仓、现代农业园、农业生
态湿地和研学基地，全力打造现
代田园城市新样本。

“现在环境好了，愿意来的
人和企业很多。”江东村2组红星
居农户陈炳贤笑着说。“钱塘区
将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目标，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
化、人居环境生态化、公共服务
均衡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推进乡村振兴。”钱塘
区区长沈燕俊说。

（人民日报2022-03-25发）

杭州钱塘“牵手”甘孜理塘，企业勇当生力军

“塘塘合作”收获6000万元“大单”
“待到春暖花开，欢迎大家

来理塘，购买来自‘天空之城’的
农特产品。”近日，在杭州市钱塘
区工商联（总商会）一届二次执
委会议上，挂职四川省甘孜州理
塘县的钱塘区干部向在座上百
名企业家代表推介理塘。今年
春节期间，百合花集团、星德科
包装、福莱蒽特等钱塘企业，共
采购理塘县等地年货产品50余
万元。

去年，杭州调整新一轮对口
支援县县结对方案，钱塘区与理
塘县“牵手”，在这场跨越千里的

“塘塘合作”中，企业日益发挥生
力军作用：顾家家居捐赠价值
5000万元梯媒资源，助推理塘农
特产品推广；麦扑文旅公司启动

实施千户藏寨景区数字化提升项
目；“塘塘真甄”乡村振兴体验馆
通过线下体验和线上销售，实现
理塘农特产品展销500万元，破
解理塘农特产品销路不畅难题。

据介绍，过去半年来，钱塘
区已动员来自政府社会的近
6000万元资金，助推理塘产业
发展壮大，此外，还引入电商直
播，打造两个共享直播间。目
前，“塘塘合作”已全面覆盖理塘
22个乡镇。接下来，钱塘区将邀
请更多的杭州企业家走进理塘，
通过村企结对、担任名誉村长等
方式，助力对口地区走向共同富
裕，打造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社
会参与的对口支援新局面。

（浙江日报2022-03-01发）

钱塘：挖掘闲置住房资源 破解产业工人住宿难

“上下班只需要几分钟，虽
然说是宿舍，但住得很舒服、安
心。”刚刚过去的元旦，在钱塘区
工作的王女士在杭州度过了一
个温馨的假期。这一切，还得从
王女士的“新家”说起。

王女士所在的企业是杭州道
贤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道贤科技”），该企业主要从
事个性化定制的窗帘生产及研
发，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因扩大
生产需求，日前企业搬迁至钱塘
区临江高科园。在搬迁过程中，
400多名产业工人的住宿问题成
了企业“搬家”之后的首要难题。

得知该消息后，临江高科园
充分发挥平台信息、资源优势，
与企业共同商量对策，帮助企业
解决困难。临江高科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平台先后三次陪同道贤科
技踏看新松机器人宿舍、东风裕隆
等企业闲置宿舍，最终道贤科技与
比中联合达成合作，400多名产业
工人成功入住对方职工宿舍。

道贤科技的难题在钱塘区
并非“孤例”，随着区内企业转型

的不断深化，大批量技术型工种
在短时间内迅速涌入，格力电
器、颖泰生物、环境能源及鼎龙
科技等企业纷纷面临职工住宿
难的问题。

在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背景下，临江高科园充分挖掘
拆迁安置房及本地自建房、闲置
宿舍资源，平台目前已挖掘临江
街道拆迁安置房产资源1处，自
建房资源3处，排查统计出园区
企业闲置宿舍资源近10处约
500间，陪同平台企业踏看闲置
宿舍现场超30次，共解决了近
1000名产业工人的住宿问题。

着眼未来，建设邻里中心更
是临江高科园解决产业工人住
宿难的远期计划。目前，平台已
初步完成园区企业职工宿舍及
邻里中心建设需求排摸，同步完
成邻里中心建设选址工作。“下
一步，我们将加快邻里中心项目
建设，尽最大努力减轻企业发展
的后顾之忧。”临江高科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

（杭州日报2022-01-05发）

中新网浙江2022-04-19发

午后阳光晴好，微风吹过水
面泛起阵阵涟漪，浙江省杭州市
钱塘区江东农场的工人正忙着
往虾塘里投放饲料。“13余公顷
(200 多亩)虾塘里，每亩虾塘投
放了4000尾-5000尾虾苗。”该
农场负责人孔万春表示。

今年，钱塘区划定100公顷
(1500亩)“稻渔共生”试验点，进行
稻鱼共生、稻虾共生、稻虾轮作等
试验，探索农民增收致富新路径。

作为“稻渔共生”试点之一，
江东农场在保证每年一季粮食作
物种植的基础上，选择了稻虾轮
作的模式——上半年养龙虾，到
五月龙虾养殖完成后，就把虾塘
里的水排出去，进行晚稻种植。

务农几十年，这是孔万春第
一次尝试水产养殖，他感到心里
没底。为此，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他便四处求教。如今，他已
总结出一套养龙虾的秘诀：“首
先是要水好，水温、水质、酸碱
度、微生物等因素都很重要。其
次是水草，水草的面积要达到
30%以上，此外还要考虑到苗
种、温度之类的因素。”

据悉，江东农场的13余公
顷虾塘由原本的农田改建而来，
从农田变成虾塘，最难解决的就
是原有土地的农药残留问题。
为此，孔万春两次引入水源，第
一次是冲去农药残留，第二次引
入的水源才是养殖用水，并保证
虾塘水源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更

利于龙虾的生长。
作为钱塘区“千亩粮仓”之

一，江东农场承担着重要的粮食
生产功能，试点“稻渔共生”后，
会影响粮食生产吗？

孔万春解释道：“以往种田需
要打农药，不仅造成污染，吃到嘴
里也不放心，而发展稻虾轮作，通
过虾塘的微循环增加水稻田的肥
力，减少化肥、除草剂等农资产品
使用，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会比
之前高，品质也会比之前好。”

在孔万春看来，“稻渔共生”
不仅不会影响粮食生产，反而对
粮食生产有利。“稻子收割后，剩
下的稻草在水里腐烂发酵，可为
小龙虾提供饲料。而小龙虾排
出的粪便，又能为此后种植水稻
提供肥料。通过稻虾轮作，可以
实现一亩多收、粮渔共赢。”

对于经济效益，孔万春心里
有底，已经算好了一笔明账。“今
年，主要支出都用于虾塘的建造
和虾苗的购买，前期投入比较大，
第一年可以收支平衡，到下一季
每亩效益会增加1000多元。”

这是钱塘区试点“稻渔共
生”，探索共富路径的一个缩
影。接下来，该区将进一步指导
农户进行种养结合试验，不断完
善农业内部循环链条，在守好粮
食安全底线的同时，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综合
竞争力。
（中国新闻网2022-5-17发）

杭州钱塘试点“稻渔共生”小龙虾“游”出共富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