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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压舱石”不断夯实，乡村振兴“新引擎”持续发力

我市交出农稳民安的“丰收答卷”
■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范正长

这十年，是瑞安农业稳产

增产的丰收十年，是瑞安农民

稳步增收的幸福十年，是瑞安

农村颜值蜕变的美丽十年，瑞

安先后获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省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等荣誉

称号。

十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

发展的刻度。十年来，我市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上勇闯新

路，坚持以“三位合作、一体发

展”为改革路径，以未来乡村建

设为载体，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不断推进农业规模化、生态化、

现代化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持续提升，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活力不断增强，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愿景，逐

步成为现实。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守牢米袋子、菜

篮子，才能托起稳稳的民生幸福。

据统计，2012年，全市水稻机械插秧

率22.9%、机械烘干率38%。如今，水稻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1%，粮食烘干

率达到95%以上，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获批

首批省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县；全市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25余万亩、年总产量超

11万吨，连续两届获得浙江省“河姆渡杯”

粮食生产先进市荣誉称号；机械化、规模

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绘就了丰收的画

卷。

近年来，我市持续夯实农村产业基

础，聚焦机器换人，推进产业生产机械化，

目前农业三大产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机

总动力达到35万千瓦，机具数量2万多台

（套），建成国家级农机示范社2家，省级

示范社14家，农机综合服务中心4家，农

机化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聚焦特色

产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围绕主导产

业，制定实施农业地方标准，创成“五园”

示范基地72个，瓯越鲜风标准化生产基

地51个，全市35个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规划总面积达42690亩，梅屿蔬菜合作社

连续三年成为中国“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的蔬菜供应商，华盛渔加1号、华盛渔加2

号加工船实现28分钟海上鲜活加工；引

进新希望有限公司建成10万头生猪养殖

基地，引进中化农业合力打造十万亩都市

田园新天地项目，北麂海洋牧场入选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名单，马屿镇被评

为省级稻菜特色农业强镇、入选国家农业

产业特色强镇创建名单。

农村发展，不仅要稳住农业生产“基

本盘”，还要为其注入“源泉活水”。为推

动农业业态发展多元化，我市聚焦产业融

合，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创建一批产

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示范园，农业产业化

示范联合体和产业综合体；出台“全省最

优惠”的《瑞安市支持民宿产业发展新政

策十条》，以最大力度打造多元业态融合

发展的民宿产业链，引进中高端民宿28

家，不断促进我市民宿产业规模化、精品

化、集群化发展。

农业强农业强

多产融合注入“源泉活水”

农民富农民富

改革创新结出“共富之果”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曹村田园

综合体的向日葵盛开，游客搭乘滑翔伞

缓缓降落，在空中俯瞰全域美景；田园小

火车伴着音乐缓缓前行，游客悠哉地欣

赏田间秋色……

从涝区到景区，从不知名的小镇到

如今的旅游打卡点，乡村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曹村镇的华丽蜕变是我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果之一。如

今，曹村田园综合体成为省级研学游基

地，该镇14个村抱团成立“瑞安市进士

旅游公司”，通过“公投民营”模式管理运

营全域旅游资源，村集体收入增长达

37%，全镇近3万村民共享“美丽经济”。

实现颜值秀美带动产业兴旺的不仅

是曹村，美丽经济的背后是我市为乡村

开启了“美颜模式”。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省新时代美

丽乡村“千万工程”建设，自2016年创成

全省美丽乡村先进县以来，围绕“加快融

合发展、打造至美瑞安”战略目标，以乡

村振兴“两带”建设、美丽乡村“两示范”

创建、打造未来乡村先行示范为抓手，全

域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积极培育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农村人居环境显著

提升。

以“两示范”创建促村庄变景区。我

市同步谋划、推进美丽乡村示范村和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两示范”创建，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运维新路径，成

立全国首批11家垃圾分类专业合作社，

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新时代美

丽乡村“千万工程”建设，推进“八美八

化”环境综合整治新三年行动，联动推进

“一河十六路”整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美丽田园建设，推进农村垃圾、污水、

厕所“三大革命”，创新“一把扫帚扫到

底、一把剪刀剪到底”机制，列入省“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全域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以未来乡村创新生态链。将未来乡

村试点项目建设纳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专项债计划，实施“一镇一试点”行动，谋

划推进21个未来乡村试点，计划总投资

52.5亿元，2022年度计划投资16亿元，

其中马屿、桐浦、湖岭、平阳坑、塘下等五

个未来乡村试点列入温州年度任务，马

屿、桐浦、平阳坑、塘下四个试点列入省

级未来乡村试点。建立未来乡村（农村

人居环境）数字化平台，实现未来乡村

“智治、智能、智联”三智共享，对乡村生

态空间、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进行系统性重塑。

以融合发展提升价值链。实施“云

江悠境”“陶泉福地”“蓝海风情”三条旅

游精品线路和民宿集聚村建设，建设百

亿级湖岭5A天然温泉度假区、桐浦凤凰

谷樱花园等29个重大文旅项目，2021年

全市乡村接待游客51.99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3.96亿万元、同比增长36.57%。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瑞安是“三位一

体”改革的发源地，吃着“改革饭”长大的

瑞安人稳稳握住了“改革创新”这把金钥

匙，打开农业农村发展引擎，以“共富之

果”充实农民的“钱袋子”。

不久前，塘下镇的种粮大户冯协寿

通过“三位一体”智农共富平台向银行申

请了35万元的“无忧贷款”，并在平台上

购买了联合收割机以及化肥农药等农

资，从贷款到购买农资，整个过程都是在

手机上完成，资金也直接从银行转入到

销售商的账户。这是平台根据农户信用

评分体系对农户进行无感授信，让农民

实现“无本种田”。

去年，我市从农民需求出发，试水农

业数字化改革，打造“三位一体”智农共

富平台，开发了“无忧种田”“无忧销售”

“无忧贷款”“无忧补贴”四大应用场景，

助推农业生产更高效，产销对接更精准，

项目融资更畅通，政策兑现更便捷。

智农共富平台在农民种田的“小事

情”上做出了帮农促富的“大文章”。在

持续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中，

我市将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涉农主体

联合成立合作组织，吸纳个体农民和合

作社加入，统一解决技术、销路、资金等

问题，全市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规模

化、集约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聚力“规

模化+智慧农业”，推动生产合作提质增

效，围绕破解小农户碎片经营、低效生产

等问题，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

化、数字化改革；聚力“市场化+现代流

通”，推动供销合作做大做强，围绕破解

小农经营难以适应现代市场大规模、低

成本流通的困局，驱动农业“内循环”新

引擎，大力推进农产供销品牌化、电商

化、现代化变革；聚力“普惠化+金融创

新”，推动信用合作有力保障，围绕破解

三农领域抗风险能力低、融资门槛高等

难题，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普惠式、免押

式、互助式探索；聚力“组织化+资源整

合”，推动综合服务一体发展，围绕破解

为农服务缺载体、缺资源、缺渠道等堵

点，大力推进涉农政府服务组织化、集成

化、中心化改革。

我市把盘活闲置农房作为乡村振兴

破题之举，制定出台“1+10”系列政策文

本，率温州之先启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试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批农房（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证书，累计盘活农房2048幢，

吸引社会资本超4亿元，带动农民就业

3965人，为农户创收6110万元……农业

降本，农民增收，在改革创新的培育下，共

富之花在瑞安结出了累累硕果。

农村美

乡村面貌开启“美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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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屿为农服务中心育苗基地

美丽乡村

华盛渔加2号

2012年
至

2021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

2929..6262 亿 元亿 元 增 长 至增 长 至

4242..11 亿元亿元 ，，年 均 增 长年 均 增 长

33..5757%%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从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从1111..1818
亿元亿元增至增至2323..5656亿元亿元，，翻翻
了一番了一番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1440114401元元增长至增长至3942439424
元元，，年均增长年均增长1010..66%%

带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带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从从22..4343降至降至11..8787

油菜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