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特别策划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燕 美术编辑：沈兰 电话：021-37687015 E-mail:shsjbs@163.com

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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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立

农房旁搭建起一间咖啡屋，屋内咖啡香气四溢，屋

外绿水良田相伴，闲适的田园体验羡煞旁人。在叶榭

镇幸福老人村，一家营业不过数月的乡村咖啡屋近期

成为浦南新晋网红打卡地，为乡村带来高人气的同时，

也让当地老人有了别样的方式享受晚年生活。

“咖啡奶奶”成为新晋“网红”
“20杯拿铁，中午12点前送出去。”上午9时，78岁

的吴妙莲和咖啡师小陈便忙不迭开始制作当天的咖啡

订单，从 8月至今，乡村咖啡屋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周末来打卡的年轻人也日渐增多。咖啡屋受到关注和

吴妙莲有着密切关系，年逾古稀的她因孙女爱喝咖啡

而主动提出学习制作咖啡，耗时约一个月，成为村里第

一名“咖啡奶奶”。称豆、磨粉、拉花……吴妙莲的用心

令几名年轻咖啡师自愧不如。“老年人很有兴趣，而且

做事有耐心、细致。”小陈说。随着经验渐长，吴妙莲也

越发得心应手。“一天做几十杯咖啡，我也不会觉得

累。”吴妙莲告诉记者。

今年11月，吴妙莲的同村好友杨明华成为咖啡屋

第二名“咖啡奶奶”。“一开始很好奇，想看看她在这家

咖啡屋忙什么。”杨明华告诉记者，“一来二去，发现做

咖啡能消磨时间，还能掌握一种新技能，挺有趣。”记者

了解到，在村里两名“咖啡奶奶”的带动下，已有好几名

老人报名学做咖啡。乡村咖啡屋的经营者蒋秋艳透

露，随着咖啡屋成为当地有名的网红打卡地，老人们还

为店内外的陈设出起了主意，包括增添一些村里孝善

文化的元素、准备富有特色的杯套和杯贴……老人们

的一个个创意在这间小小咖啡屋内萌芽。

互助养老助力乡村振兴
行走在幸福老人村，创意项目不止于一间咖啡

屋。村里的“四房十八间”不仅拥有日常生活服务功

能，更是为当地老人和来村游玩的市民增添了趣味

性。画上俏皮图案的农家土灶多了些许现代感，村里

的老人成为掌勺人，提供更多乡村美食；叶榭软糕等非

遗项目被融合在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中，手工体验、艺

术创作都能在此完成。

此外，村里的闲置农房经过一番改造后，成了设施

齐全的“共享厨房”，老人成为主厨。“我们有‘老刘的厨

房’‘老李的厨房’……以老人的姓来分工，用餐的市民

可随机选择，由老人下厨做出一道道拿手菜。”蒋秋艳

说，拥有自留地的老人成了最大的“供货商”，虽然数额

不多，却拥有了满满的收获感。

一个个新想法让幸福老人村从“原居养老”转变为

“互助养老”，老人的晚年生活也更有滋味，更多乡村资

源也被纷纷盘活，乡村博物馆、口袋公园、慢时光蜗牛

生活馆等空间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不断升级农村养

老模式。乡村养老与乡村旅游的结合，提高了幸福老

人村的知名度，人气越发高涨，为乡村振兴插上了“翅

膀”。“我们将继续利用好幸福老人村的固有优势，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以更多创意挖掘更多本土资源，为老人

提供更好的晚年生活。”蒋秋艳说。

叶榭镇幸福老人村不断升级农村养老模式，盘活乡村资源——

田园养老农家美 绿水良田咖啡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

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

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

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

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

有偿转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要求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些基于中国国情的特

色表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实现农业、

农村、农民的现代化。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党的二十

大报告把乡村振兴工作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

节，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的总

判断。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总方针。报告还用 380字布

局了10项重点任务，要求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

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五个新城”是上海在“十四五”期间对于未来发展

建设的重要举措，新城是上海大都市圈空间结构逐步

演变的内在结果。在历史长河当中，松江因其地理位

置，拥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农业、农村、农民占有相当比

重。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在“中等城市”新定位下，

松江在乡村振兴方面积极探索，与党的二十大对乡村

振兴工作的新布局不谋而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出现了以泖港镇黄桥村为代表的先进集体。

粮食安全生产。松江区各级党组织齐心协力，针

对上海都市圈户均耕地少、工农业行业收入差距大、农

业经营的成本不断抬高等导致的土地撂荒现象，通过

党建引领，多年精心培育，探索出种养结合、机农结合

的“松江模式”，解决了谁来种地、如何产粮等问题。截

至 2021 年末，松江区家庭农场有 844 户，总经营面积

13.4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提高土地

利用率，切实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小昆山镇成功创建

“全国土地集约节约示范点”，圆满完成全国小城镇改革

试点任务。释放出了宝贵的连片农田，也为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供了新空间。小昆山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高标

准万亩粮田，绿水良田相接，河网交错、阡陌纵横。春赏

百花，夏观白鹭，秋闻稻香，远远望去，“九峰十二山”与

田野相映。良好的生产环境、生态环境为松江发展全域

旅游，打造3A级景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松江的美丽乡村建设，实

行全过程民主，充分尊重农民意见，通过示范村带动，

稳步推进该项工作。试点两种模式，一是整体平移模

式，二是保留村落治理模式。整体平移试点的黄桥村

重点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农民集中居住，打造产业融

合。叶榭镇井凌桥村则探索保留村落治理模式，重点

实施建筑风貌改造美化、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景观

节点设计添景添趣、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综合来

看，两种模式均有极高的推广价值。

农业数字化升级。目前，松江家庭农场有实力采

用更多的物联网技术。新浜镇土是宝农业专业合作社

技术团队通过数字测绘仪器，抓取农田空间数据，同时

利用遥感卫星接收基站，为实现无人驾驶等智慧农业

场景打下基础。自 2018年起，已有来自全市的 160余

名农民在土是宝农业植保无人机培训班接受培训。目

前，土是宝正在探索将GIS技术应用到水稻作业场景

中，通过农民“指挥”无人机，推动生产的无人化、精细

化，让农民从“会”种地走向“慧”种地。实现农业“靠天

吃饭”到可控生产，也为植物工厂建设积累技术。

基层民主实践。作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唯一设立

在村级基层组织的立法联系点，黄桥村基层立法联系

点先后就多部法规草案展开立法征询，通过广泛调研

和意见征询，搭建起基层立法的“民意直通车”，生动践

行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例》立法过程中，来自该

联系点的4条意见建议被采纳。联系点充分发挥基层

优势，吸纳群众对法律法规的意见建议。小小的基层

立法联系点，背后折射着“全过程民主”开门立法、广纳

民意的大气象。

乡村功能拓展。2017年 2月 5日，建设“田园综合

体”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

体，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让农

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田园综合体，是通过旅游助力农

业发展、促进三产融合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松江现

有田园综合体的多个雏形：“八十八亩田”弘扬农耕文

化，“幸福老人村”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如果能加

上夏粮种植结构的配合，在春季形成千亩花海，将会吸

引大批游客，实现乡村综合发展，化生态为效益。

本土人才培养。松江区委高度重视家庭农场工

作，在区级层面成立农联社党总支。建立镇级的家庭

农场党支部，挑选家庭农场中的优秀党员作为带头人，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带动农户一起发展。泖港镇家庭

农场党支部在腰泾村建立大米文化展示馆和白鹭诗

社，用诗和远方吸引游客，使其近距离接触大米生产过

程，升级卖稻谷为卖大米。在松江家庭农场模式探索

实践中，以全国十佳农民李春风为代表的职业化的家

庭农场主涌现，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乡

村治理的有效手段，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

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其前提是厘清集

体经济产权权属。2009年，松江区从新桥镇开始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确权改革，成立了上海第一家镇级农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截至2021年底，全区农村集体

总资产已达694.5亿元，比改革时增加了111.6%。2021
年 6月，上海市委组织部推出的首家新时代上海党建

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新实践基地落户黄桥村。实

践基地展示上海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整体情

况、典型案例及成效经验，是对松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工作的高度肯定。近期，《松江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拟组建区级平台公司。

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松江通过建设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提供了技术、人

才、资金等支持，“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一定能顺利完

成，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一定能率先实现。

（作者为松江区委党校讲师）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努力打造独特“松江样本”

□陈学伟

植保无人机助农业增产

幸福老人村

黄桥村平移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