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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委农组办„2021‟3号 

 

 

 

 

（2021—2025年）  

 

各区、县（市）农办、农业农村局，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现将《绍兴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范

例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 

 

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2月28日 

中共绍兴市委 

绍兴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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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农业农

村部浙江省人民政府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进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和《绍兴奋力打造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范例行动方案（2021—2025年）》，

争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市，奋力打造农业农村

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范例标志性成果，特制定

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目标 

到 2025年，共同富裕现代化乡村基本单元取得实质性进展，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供应更加有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构

建，“一村一幅画”全域大美格局基本建成，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基

本构建，乡村振兴继续走在前列。 

（一）实现三个“万元新增”。农业劳动生产率从 4.2万元/

人增加到 7.4万元/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696元增加到

5.5万元，低收入农户收入从 16304元增加到 2.75万元。 

（二）实现三个“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倍差从 1.72缩小到

1.7以内，低收入农户与农民收入倍差 2.37缩小到 2.0以内，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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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区、县（市）农民收入倍差从 1.32缩小到 1.3以内。 

（三）实现三个“基本翻番”。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覆盖率

从 53.1%提高到 100%，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最低水平

从 15万元提高到 50万元（有能力的区、县<市>从 50万元提高到

100万元），省级善治（示范）村覆盖率从 30.3%提高到 60%以上。 

二、主要举措 

（一）实施产业提质夯基行动 

1.增强稳产保供能力。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稳定在 184.4万亩、15.81

亿斤以上。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

化”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制止耕地抛荒。加大粮食生产政

策扶持，发展双季稻，推广稻鱼（稻虾）综合种养、粮经轮作等新

模式，提高种粮效益。加强畜禽屠宰行业监管，推进生猪产业健康

稳定发展，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在 5.7万头以上，猪肉、牛羊禽肉

产量分别稳定在 10.3、2.71万吨以上。强化保障型蔬菜基地建设，

稳定蔬菜生产。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水产品产量稳定在 12万吨以

上。开展水稻等主粮作物完全成本补充保险，扩大地方特色农业保

险试点，提升农业抗险救灾能力。 

2.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加快优质名茶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累计创建省级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10个，建设省级农业全产业链 8条以上。打造特色优势

产业平台，推进越城农韵酒乡、柯桥浪漫花乡、上虞四季果乡、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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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珍珠水乡、新嵊养生茶乡、会稽休闲榧乡等 6 个特色产业集聚

区建设。继续实施品质农业“双十大”项目，力争每年完成投资 10

亿元以上。实施农业龙头企业倍增计划，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

到 100家。实施“户转场、场入社、社提升”行动，新培育家庭农

场 1000家以上，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稳定在 500家以上。 

3.推进农业绿色品牌建设。推进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治，完成减肥减药不严不实问题整改销号。深化“肥药两制”改革，

建成肥药定额示范区 60个，培育试点主体 1000个以上，持续推进

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试点行动，建成“两化”试点场 78

家以上，其中示范场 10家以上。强化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

色防控融合发展，集成应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科学

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加快农田氮磷生态

拦截沟渠建设，健全秸秆综合利用、肥药废弃包装物和废旧农膜回

收处置机制。 

（二）实施农业“双强”行动 

1.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动物疫苗研发、

珍珠高附加值开发、工厂化养蚕、抹茶全产业链开发等一批重点科

技创新项目技术攻关，加强诸暨珍珠、绍兴黄酒、新昌茶叶等省级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完善“产业+团队+项目+基地转化”“首

席专家+团队+产业农合联+主体”等推广模式，每年实施成果转化

项目 30项以上，建设市县产业技术团队 50个，建成高品质科技示

范基地 2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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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全面摸清农作物、畜禽、水产养殖种质

资源家底。推进以糯稻、绍鸭等特色种质资源挖掘创新为重点的现

代生物育种研究，加快绍兴黄酒专用糯稻新品种培育，建成种质资

源库（场、区、圃）10个以上，建设国家级地方畜禽（水产）保种

场 5家，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 3家。持续推进中茶所嵊

州综合实验基地、嵊州全国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区、柯桥“花香漓

渚”兰花品种园、南繁基地等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特色品种园建设。

支持建设绍兴黄酒专用糯稻品种生产示范基地。 

3.推进农机高质量发展。聚焦粮油、蔬菜、茶叶、水果、畜牧、

水产等主导产业，梳理农机具需求清单，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及报废

更新政策效应，促进先进适用农机具推广应用，特别是丘陵山区适

用小型农机。开展农田“宜机化”示范改造，建设一批山区特色“宜

机化”改造样板，改善农机通行和作业条件，切实解决农机“下田

难”“上坡难”“作业难”问题。深化农机农艺融合，推动农机装

备与良种、良制、良法有机耦合，建设高水平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

地 60个。培育壮大农机服务队、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公司等新

型农机服务组织，建成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 30家以上。 

（三）实施“五星 3A”迭代行动 

1.培育先行村和未来乡村。深入实施“五星 3A”迭代升级三年

行动计划，打通美丽环境与美丽经济转换通道，推进产村融合、资

源激活等村庄经营模式，积极招引工商资本助力乡村发展，着力探

索乡村市场化运营模式，引入专业团队参与策划、设计、建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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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推广全过程。建立长效管理、常态督查和动态评估机制，巩固

提升“五星达标村”，至 2023年累计创建“3A示范村”200个左

右，培育“乡村振兴先行村”30个左右。坚持数字化与村庄建设深

度融合，开展未来乡村省级试点村建设。 

2.深化美丽乡村示范创建。突出整体提升、功能优化、集聚发

展，因地制宜，精准开展美丽乡村示范创建，每年创建一批省级新

时代美丽乡村标杆县、示范乡镇、特色精品村。串珠成链、聚点成

面，联动建设 6条美丽乡村“花园式”风景线，推动“走进稽山鉴

水，寻味六美乡村”成为绍兴新时代美丽乡村的鲜明标识。保护传

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推广文化润村、艺术赋能

振兴乡村等做法，激活乡村传统元素，提升乡愁乡韵。鼓励从美丽

庭院建设等家庭型小项目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涉农项目等方面

入手，提升村民品味。 

3.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推进“一分两清三化”常态化巡查，保持农村环境常态化的干净、

整洁、有序。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精准分类，积极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减量，健全分级分类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系统，加强生活垃圾资

源化处理站点运维管理，每年创建一批示范村、示范片区，分类准

确村达 60%以上。推进农村公厕服务提升，每年创建省级星级农村

公厕 200座以上。 

4.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强化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级组织和村级事

务作用，健全完善“一肩挑”后村社治理体系，推进乡村“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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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每年建成省级善治（示范）村 150个左右。推进清廉村居建

设，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清廉村居建设范例培育工作，打造若

干个标杆（范例）县、标杆（范例）乡镇（街道）和标杆（范例）

村居，全市清廉村居建设形成丰厚实践基础和示范经验。 

（四）实施强帮扶促共富行动 

1.提高低收入农户增收能力。加快低收入农户帮促数字化系统

场景应用开发，实行低收入农户“浙农码”红、黄、绿三色防返贫

动态监测预警管理，实现政府帮促精准化、社会帮促平台化、帮促

工作清单化。实现乡镇以上干部结对帮扶低收入农户全覆盖，汇聚

企业、慈善团体等力量，落实慰问关怀。发挥来料加工和嵊州小笼

包、新昌炒年糕、诸暨次坞打面等特色小吃产业牵引作用，积极支

持低收入农户就业创业，确保低收入农户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人员至

少一人就业。 

2.巩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拉高“消薄”标准，发挥全市域“帮

促共富”党建联盟作用，组建强村公司，开展村庄运营，发展“飞

地”抱团项目，每年推进 100只左右村集体经济增收消薄建设项目

（含续建）。深化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牵引的乡村集成改革，盘活

农村土地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鼓励村集体开展劳务、管护、

保洁、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加强“强村贷”等金融支持，加

大税费优惠，强化村级增收节支，持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打造新型帮共体。在保持部门结对、驻村指导员等现行帮促

机制基础上，推动帮促工作由部门结对帮促为主向社会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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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帮促转变。建立强村与相对薄弱村帮促共富机制，按照越城

区、上虞区结对嵊州市，柯桥区、诸暨市结对新昌县的方式，实行

部门帮促、强村帮促、民企帮促、国企帮促，切实帮助相对薄弱村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积极打造“发展共

同体”“富裕共同体”。 

（五）实施农村改革争先行动 

1.扎实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大改革创新，强化统筹协

调和考核督导，全面推进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各项工

作，完成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建成宅基地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和

交易系统，建成一批宅基地整合等改革试点项目，解决一批历史遗

留问题，总结一批可复制、能推广、惠民生、利修法的创新制度，

形成一批能反映改革实践成果的示范样板和优秀案例。深化“闲置

农房激活”计划，从单一激活向整村激活、多村联动激活、整片整

区域激活转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新时代乡村集成

改革试点建设，探索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推

行农业“标准地”改革。 

2.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依托省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

台，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高标准开展数字农业工厂试点 30

个以上,建成数字农业园区 5个左右。迭代建设多跨协同的乡村振

兴重点应用场景，重点建设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肥药两制”改革、美丽乡村数字服务等多跨应用场景,推广

“浙农码”15万次。全面完成农村基层公权力 2.0资产资源、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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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物资采购全程线上审批和“清白码”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的便捷化、规范化、数字化、公开化水平。 

3.率先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改革。健全“两进两回”长效机制，

围绕乡土、乡贤、乡创“三乡人才”，畅通多元引才育才留才通道，

推行柔性引才政策，通过实施市“名士之乡”英才计划等重大人才

工程，带动引进培育一批乡村振兴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每年推

动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 1000名以上，培育乡创人才 300名左右。

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打造高能级创业、创新、创意平台，

建设一批乡村人才创业园、孵化基地和人才服务综合体。实施万名

农创客培育工程，每年培育农创客 2000人左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站位，坚

决扛起使命担当，把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摆在首要位置，对标对表、

压实责任，建立上下联动、高效协同、一抓到底的贯彻落实机制。

市农办、市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并建立工作专班。局各处室（单

位）要密切协同，形成合力。各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要抽调

精干力量，同步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二）加大先行先试。聚焦重点领域，系统梳理改革清单，积

极争取承担全国全省性的改革试点、探索示范任务，努力在农村宅

基地等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农业价值拓展实现

机制、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形成创新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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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成果。 

（三）健全督考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农业农村

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范例建设主要指标纳入

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建立定期督查机制，创新督查方式，根据督查

情况完善激励和问责制度，以奖惩分明促担当有为。 

 

 

 

 

 

 

 

  

中共绍兴市委绍兴市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2月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