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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6_96_B0_E5_c61_271095.htm 9月17日上午，“连线

浙江创新创业小康路”全国网络媒体采访团听取“创业富民

创新强省”浙江省又好又快发展的情况介绍。浙江省农办副

主任邵峰介绍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走“创业富民创新强农

”的新农村建设之路的情况。 以下为介绍全文： 党的十六大

以来，我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三农”工作，深刻把握“两

个趋向”，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线，

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不断创新“三农

”工作的观念、思路、领域、方法、机制、体制，新农村建

设取得明显实效。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335元，农村

全面小康实现度68.1%，百强县数量（30个）、千强镇数量

（266个）和乡镇企业主要指标，均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我省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连续六年作典型发言。特别是今年以

来，我们认真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创业富民

、创新强省”的要求，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着力推

进农民群众的创新创业，走“创业富民、创新强农”之路，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今年上半年，上半年，全省

农业总产值656亿元，同比增长2.9%；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368

元，实际增长11.0%。 一、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培育现代农业

创业主体，积极探索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把传统农业改造

成为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农

业市场化、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功能多样化的理念来指导农业

发展方式的创新，大力推进农业的结构创新、科技创新、体



制创新、管理创新，努力探索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业现代

化道路。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设特色农

业强县强镇强村，培育农业主导产业和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

农产品。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按照专业化

、区域化、产业化的要求，做大做强农业十大主导产业，进

一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块状经济发展新格局。目前，

十大主导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71%，亩均收入超过1500元。二

是大力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快培育专业化、规模

化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积极促进多种形式的

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2006年，全省耕地流转

面积35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0%；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面积10亩以上）耕地面积246.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3%；

规模经营种养大户23.4万户。）大力鼓励农业大中专毕业生、

农村能人从事现代农业创业，（2006年学年全省共有3303名

农业种养技术专业学生免除了学费）培育一批能够应用现代

农业科技、打造品牌产品、带领农民勇闯国内外市场的农业

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行业协会 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的产业化经营机制。全省累计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组织11066个，带动农户780万户，其中农民专

业合作社3915家，社员27万，带动农户211万户。三是建立新

型农业服务平台。积极推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

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支撑的“三位一体”联合

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金融、营销等全方

位的服务。目前，有18个县正在开展试点。大力推进农业标

准化，强化农产品安全的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建立农产品可



追溯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到去年底，已建成省级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2144个，1652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无公害农

产品，834个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四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农业科

技创新和推广中的主导作用，建立首席专家、推广教授、责

任农技员制度，构建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农业科技创新

和推广平台。深入实施种子种苗工程，大力推广节水节地节

能节本技术，积极推广设施农业、循环农业、精准农业、休

闲农业、有机农业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水稻、生猪、家禽

优质良种率在90%以上，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6%以上。五是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着力强化农

业资源保护，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健全农业防病防疫体

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累计建成标准农田1430万亩，连续10年实现耕地

占补平衡，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12元/亩，全省森

林覆盖率已达到60.5%。 二、创新农村发展平台，改善农民创

业环境，进一步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方略，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带

动作用，努力营造农民群众在非农产业领域创新创业的新平

台，开拓就业增收新门路。一是把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

作为集聚农村产业和人口、提升县域经济和农村产业发展水

平、拓展农民创业就业门路的重大举措。进一步落实强镇扩

权政策，健全中心镇功能，改善投资环境和人居条件，引导

广大农民进中心镇投资创业，使中心镇成为更多农民创新创

业和转产转业的新平台。二是着力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区域科

技创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科研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服



务，促进块状经济从低技术模仿的产业集群向高技术创新型

的产业集群转变。三是着力营造鼓励全民创业的宽松政策环

境和良好氛围，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提升家庭工业发展

水平。四是把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来料加工业作为农民增收

的新兴产业来抓，着力提升规范发展水平。到去年底，全省

累计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2084个，经营农

户14678户，直接从业人员72557人，营业收入24.6亿元。上半

年新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314个，新增从业人员5664

人，接待游客179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14亿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