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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呼啸，2019 迎面而来。不必用煽情式的辞藻重新加载 2018 年的记忆锚点，这一年，或许没有跌

宕起伏、波澜壮阔，但每一名发改人在挑战中创新、在求索中收获，一起聆听着浙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

代跫音，感受着恢弘大气、蓄势为新的“两美”浙江。站在岁末年初的门槛，响应我委“把泥土芬芳带回

来，把发展思路厘清来”的号召，回到故乡——“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与发小乡亲热烈攀谈、共话家

常。

安吉的明星之路

近年来，安吉是浙江乃至全国当之无愧的耀眼明星。自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安吉调

研，为安吉的发展给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方法论。十多年来，安吉人民在“两山”理念指引

下，探索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促共进的发展路子，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全国首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中国首个生态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首批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十大乡村旅游目的地等荣誉称号。2018年，安吉作为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的代表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联合国副秘书长索尔海姆这样说道，“我在浙江安吉看到的，就是未来

中国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模范生的发展之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政策叠加、“两山”红利释放，安吉这个模范生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正不断集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和瓶颈，总的表现为“四大不均衡”：

乡村发展不均衡。当前的农村发展走向发生了分化：第一类村，发展得很好，真正成为了美丽乡村，

生态、经济、文化都很好，这类村村级组织、集体经济强，生态环境、村风民风好，产业特色鲜明、农民



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第二类村，就是城郊结合部的村，通过城市化的推进，变成城中村、小城镇，这类村

的实力变强，但村庄环境较差，百姓逐渐搬离，房子大量出租给外来人员，管理上存在隐患。第三类村，

逐渐走向萎缩，人口越来越少，逐步变成空心村、无人村。

城乡要素流动不均衡。城乡差距仍然较大，教育、医疗、文化等优势资源都集中在城里，很多没有文

化的村就成了“僵死村”。城乡要素双向对流机制没有建立，农村优质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没有改

变，农村现有的资源要素盘活还存在很多障碍。

产业发展不均衡。虽有安吉白茶品牌价值达 37.76 亿元等光鲜数据，但产业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转型

升级压力较大。如竹木加工等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疲软，产品效益不高，且对环境污染较大。笋干等农

特产品加工企业大多为家庭作坊，整治工作推进困难。乡村农家乐、民宿项目等休闲旅游产业“一窝蜂”

式发展和同质化发展趋势明显，缺乏整体规划布局。一些大型生态工作、生态农业项目招引虽有突破，但

整体来看“，大好高“”精专特”项目依然欠缺，产业层次不高。

物质和精神进步不均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优秀传统文化挖潜、传承、发扬还不够，正能

量传播还不够，部分农村迷信活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依然比较严重，社会治

理比较薄弱。

“两山”转化的大文章

安吉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美丽乡村发源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定要牢牢把握当前发展机



遇，全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深化产权改革，夯实“两山”转化的基础。一是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完善农房和农村

宅基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产权的确权、活权，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评估、抵押、流

转、处置体系，确保农村产权真正变成资产。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土地流转激励机制，对村

集体积极组织村民土地流转的，财政给予资金奖励。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工作。鼓励村级集体对一户多宅农房的收储利用等。三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抓住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建设契机，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努力开发更多符合农村改革要求的

金融产品。进一步加大农村综合产权抵质押贷款创新力度，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强化人才支撑，凝聚“两山”转化的合力。一是用活人才资源“。送钱送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农

村发展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村支部，使其成为“领头雁”，同时要进一步创新选才引才用才机制，聘任一

批企业家、退休老干部“、土专家”等作为乡村发展顾问，选调一批年轻干部脱产驻村工作，定向引进一

批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二是激活经营主体。研究出台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相关审核准入、政策保障等方

面的制度，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年轻人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三是搞活合作平台。主动出击，

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所尤其是农业类高校院所的交流，做好宣传推广，将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打造成大学生

课外实践基地、科研流动站、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地等。

完善乡村治理，拓宽“两山”转化的通道。一是持续提升村容村貌。环境整治入细入微，深入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行动，大力培育群众卫生素养，进一步完善长效、常态化保洁机制，提升村庄洁美程度。二是

大力弘扬乡土文化。注重挖掘地域特色资源和乡风民俗，凸显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使乡村成为有灵

魂的精神家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支持并指导有条件的乡村组建文艺队，搭建文化大舞台，创作并展演

反映乡土人情、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三是全力抓好移风易俗。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把移风

易俗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注重培育亲情、乡情，形成融洽邻

里关系，突出新乡贤引领、宗族管理、村规民约，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民

风向真、向善、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