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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以农村综合集成改革为引擎
   奋力打造高质量乡村振兴“重要窗口”
浙江省财政厅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三农”

改革系统集成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努力争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先行省的战略部署，2018 年以来，在财政

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浙江省率先组织开展农

村综合集成改革，首批选取嘉善、德清等六个县（市、

区）开展试点。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2020 年进一步

扩大试点范围，目前初步形成“以目标集成为引领，通

过政策集成推动要素集成，实现效果集成”的农村综合

集成改革的浙江模式，奋力打造乡村高质量全面振兴

的“重要窗口”。

系统谋划、周密部署，试点有力有序推进

采取竞争立项办法，择优选取山区、平原、丘陵等

不同区位和不同资源禀赋条件的乡镇先行先试，充分

发挥农村综合改革在统筹协调、机制创新、资源整合

方面的优势，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浙江经验。

一是以系统思维做好谋划设计。按照建成高质量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目标定位，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深

入分析新时代“三农”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制定试

点工作目标体系，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精

准定位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将改

革目标进一步细化为产权制度改革、乡村产业振兴、

人居环境打造、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创业增收和乡

村善治六大重点改革领域，整体布局、协同推进，力求

实现集成试点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全

面振兴的目标。

二是以综合集成汇聚政策和要素资源。系统梳理

和综合运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一号文件

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总结提炼浙江省“三农”领

域单项突破改革创新成果积累，充分发挥财

政政策的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以财政资金

投向为引导，协调涉农相关部门支持政策同

向发力，打出政策制度供给、资源要素保障、

机制探索创新、多方合力凝聚的集成改革“组

合拳”，引导资金、项目、人才、科技等要素资

源回流乡村，形成资源要素集聚效应，为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以联动推进强化项目实施。坚持党

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群众组织的创

造力，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试点工嘉善县碧云花园现代农业产业园。沈海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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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同推进机制。横向维度，落实党委领导下县级政

府试点工作主体责任，建立以党政主要领导负主责的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县级层面相关支持政策、

要素保障和项目实施。纵向维度，建立省、市、县三级

联动推进机制，专班运作，组团服务，组织三级联络员

团队“一对一”对口指导服务试点项目 ；乡镇村承担

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动员村民群众、凝聚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集成区示范试点项目建设，确保试点工作顺利    

开展。

四是以绩效评价规范项目管理。省级制定项目实

施绩效评价体系，围绕重点突破的“产权制度改革、乡

村产业、村级经济、宜居环境、乡村治理、农民增收”

六大改革领域，对照目标体系对试点结果进行绩效评

价，并根据考评结果，调整完善扶持政策，强化激励导

向。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成果，迭代升级，进一步提炼上

升为可推广复制的模式样板。

唯实惟先、基层首创，因地制宜探索创建示范样板

2018 年以来，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渠道，

累计选取 19 个县（市、区）开展试点，取得明显成效，

因地制宜创建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代表浙江特色和

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本。

一是改革系统集成效应初步显现。通过政策和要

素集成，有效推动了数字、科技、资金、乡贤、青年等

一切有形和无形要素积极投入农村建设，初步实现集

成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权，村集体资

产大幅增值，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 ；财政政策精

准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产业发展，新产业、新

业态持续涌现 ；打造秀美乡村升级版，推动从建设美

丽乡村向发展美丽经济转变 ；“党建引领、农民主体、

三治融合、整体智治”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初具雏形，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二是改革路径取得突破。集成试点区以目标为引

领，以项目为载体，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开

展实践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产权制度改革方面，

建立农业农村资源要素盘活流转机制。乡村产业发展

方面，探索并初步建立绿色生态发展机制和要素赋能

农业农村发展的机制。村级集体经济方面，创新村集

体经济的法人治理、经营运行、监督管理和权益分配

机制，创造性地运用异地空间转换、“飞地抱团”方式

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探

索美丽经济与美丽乡村融合发展机制，从建设美丽乡

村向经营美丽经济转型升级。乡村现代治理方面，充

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导入数字乡村理念，不断加强现

代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有机融合，显著提升

公共服务效能，方便村民群众办事创业。农民增收保

障方面，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支持农民

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

业新业态，建立并完善多种形态的企业、村集体与农

民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盘活土地、山林承包权，农

民住房、宅基地等财产权益，拓宽其财产性收入来源。

三是改革发展样板成批涌现。随着试点工作的推

进，改革的联动效应、整体效应和组合效应更为显现，

涌现出一批改革驱动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如，嘉善

县大云镇开展全域土地整治、全域农田流转和全域农

房集聚“三全”集成改革，探索资源要素高效集约利用

机制，有效破解农村发展中的土地等要素制约瓶颈问

题 ；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运用“飞地抱团”方式跨

县、跨省结对发展。2020 年，全镇村均经营性收入达

270.88 万元，增长 60.3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5 万

元，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1.48：1。德清县率先引入“生态

绿币”概念，通过领取生态绿币获得奖励的方法鼓励全

民参与治水护绿，邀请 34 家绿色企业以捐赠生态绿币

的形式为“美丽河湖”冠名，在潜移默化中夯实生态保

护理念 ；围绕党建引领、“三治一体”，创建河长工作

站、红管家服务驿站、乡贤参事会、“一室四平台”“全

科网格员”，实现基层治理“一张图”全覆盖。临安区做

好“护山、活山、富山、乐山”四篇文章，重点推进以农

村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经营性资产

股份制改革为主的“12+X”项改革，以改革唤醒农村沉

睡资源 ；率先建立“生态养护 + 碳汇平衡”差异化补偿

机制，激发政府、旅游开发运营商、村民、游客等合力

护山的动力，形成了“生态养护——效益评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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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沈海铭  摄

补偿——更优养护”的良性循环。该机制已实现数据化

监测、差异化补偿、市场化引领和多样化中和，为乡村

绿色发展提供了模板。东阳花园村以产业兴旺为前提，

高质量发展为遵循，共同富裕为目标，呈现出“村民比

市民富、村容比城市美、生活品质比城市高、田园风光

和现代文明高度融合”的乡村振兴“花园样板”。2020

年，全村实现营业收入 610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4.2 万元，累计接待游客 370 万人次。

总结提炼、迭代升级，推进试点行稳致远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治理为基、创新为

先的改革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把保障农民权益，赋能、赋权、赋

利于农民作为改革的立足点，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持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

智治“四治”融合，不断提升现代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

坚持改革破题，机制创新与项目建设并重，确保试点

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以系统观念，系统

方法推进改革的方法路径。系统理念、系统方法是研

究复杂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加强顶层设

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

行性研究，着力从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评

价体系进行整体性布局。实践证明，坚持以目标集成

为引领、通过政策集成推进要素集成，实现效果集成

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有效方法和路径。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瞄准短板弱项，精准施策，集

中财力办大事的投入导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集中财力办大事，发挥好财政政策导

向和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财政精准投入引导一切有形

无形的资源要素投入农村建设，实现政府、农民和市

场主体多方共赢的目标。聚焦乡村产业、数字乡村、促

农增收、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农村改革扩

面、集成、提速，奋力创建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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