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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 20 年，浙江万千乡
村的“进化”，与“千万工程”密
不可分。20 年来，浙江农村实现
了 从 “ 脏 、 乱 、 差 ” 到 “ 强 、
富、美”的美丽转身，踏上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后，浙江如何持
续深化“千万工程”，与时俱进创
造新经验？

6月21日，浙江召开全省深化
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
振兴浙江样板推进会，结合新形势
新任务，浙江锁定深化新时代“千
万工程”的目标和抓手：“千村引
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
美”。这16个字，也承载着农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千村引领景美人和业兴共富

“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之
际，浙江提出，在全省选树建成
1000 个左右景美人和业兴共富示
范村，差异化打造、特质化发展、
全域化提升，加快探索走出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

以点带面、突出先行示范的引
领作用，这个“招式”20 年前浙
江就用过。2003年6月5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花5年时间，从全
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
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设成全面
小康示范村。遵循这样的方法论，
如今浙江再次先行。

从全面小康到景美人和业兴共
富，20 年跨度，标注着浙江乡村
的时代进程，也明晰了“千万工
程”的前行方向——

景美，是一项持续性工程。如
今，浙江已建成美丽乡村风景线
743条、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
庭院300多万户。在巩固垃圾、污
水、厕所“三大革命”成果的基础
上，我省细化颗粒度，提出要有序
实施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
升、幸福河湖建设，持续改善和提
升农村环境质量。

今年以来，温州聚焦农渔业生
产资料乱堆放，房前屋后乱搭建，
墙面乱涂画，垃圾清运不及时，农
村公厕保洁不到位等当前农村环境

“十大”乱象开展重点整治，每个
季度集中整治 100 个风貌落后村，
不光让乡村提升了颜值气质，还让
当地腾挪出空间，新增了1.8万多
个划线车位。

有好的人居环境打底，人和业
兴就有了基础，其根本是要激活乡
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宁波鄞州区
姜山镇走马塘村，一杯“荷塘咖
啡”与古村荷花池相映成景，引得游客争相打卡。而这样一
个新业态的落地，也激起涟漪，稻田营地、家庭体验农场、
私房菜馆、公益书吧等文旅项目相继落地该村，成为乡村

“造血”的新细胞。
业兴带动共富。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为目标，浙江大力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近日发布的
2023年实施方案明确，到今年底，全省将力争实现村级集
体经济总收入超800亿元，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行政
村占比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4万元，城乡居民
收入倍差缩小至1.89以内。

“对标全国领先、世界一流，浙江要加快塑造‘千村引
领’新优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浙江还将加快
乡村数字赋能，以乡村数智生活馆、未来农场、数字农业工
厂，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全面融合，持续
推进公共服务向村覆盖、往户延伸。

万马奔腾新征程

立足山区、平原、丘陵、沿海、岛屿等不同地区不同村
庄的实际，浙江要实现全省1.97余万个行政村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发展。

前两天，浙江发布全省首批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名
单，鼓励各地依托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做强产业。
而产业振兴的重中之重，在于山区海岛县。

目前，全省山区海岛县重点培育的39条产业链中，年
产值超50亿元的仅3条，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仅
11 家。强化问题导向，浙江以“一县一链”建设为抓手，
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山区海岛县重要农产品和特色优
势农产品全产业链，累计打造产值超10亿元的省级农业全
产业链40条，年产值超百亿“链主”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县域经济发展，是“千万工程”的新舞台，也是发展的
后劲所在。为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今年，浙江提出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把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与深化

“千万工程”结合起来。拿出近1亿元，东阳向全球征集方
案，精细化开展总体城市设计，重构城乡空间格局。一边做
强县城“龙头”，一边推进美村、富村，2022年，东阳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66。

城乡融合要有加速度，关键是着力破除一批制约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积极谋划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重大改革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

最近，湖州南浔区的乡村公交车“出圈”，村民刷身份
证就能预约公交车，出行便捷度和公共运行效率大大提高。
本次推进会上，湖州也以最高分摘得全省首批“神农鼎·铜
鼎”。

“神农鼎”是目前浙江省乡村振兴领域的最高荣誉，今
年是浙江首次授鼎，以省委、省政府名义颁授。体现创新争
先导向，根据2022年度浙江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结果，为年度考核为优秀的6个设区市、前20名的优秀县
（市、区）授予该鼎。这也意味着，今年起，全省各地开启
了“夺鼎”“守鼎”新征程。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
标体系将根据当前“三农”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每年进行
动态调整。按照规则，各地累计三次获得“神农鼎·铜鼎”
的授予“神农鼎·银鼎”；累计五次获得“神农鼎·铜鼎”的
授予“神农鼎·金鼎”。

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已印发《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
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
浙江以扎实的新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添上新
注脚。

深化“千万工程”，浙江再出发。

加
快
绘
就
﹃
千
村
引
领
、
万
村
振
兴
、
全
域
共
富
、
城
乡
和
美
﹄
新
画
卷
—
—

万
千
乡
村

续
写
美
丽
故
事

一、千条万条，让群众受益是第一条
《习近平浙江足迹》 记载，“千万工

程”实施之初，习近平同志对地方能不能
办现场会提了三条标准，其中一条是“看
老百姓口碑，考验‘千万工程’是否真正
让农民受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可
以说，“千万工程”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
于真正让群众受益，从而赢得了群众实实
在在的口碑。

比如，地处钱江源头的金星村，是衢
州开化实施“千万工程”的样板村。过
去，村民靠“种种砍砍”为生，“千万工
程”在全省开展后，金星村逐步推进绿化
美化、垃圾集中收纳等。到2006年初，这
里成为山林茂密、绿树成荫的生态村，被
评为全省首批全面小康示范村。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每项工作，
他不是点个题、提个要求就完事，总是亲
力亲为、一抓到底，抓出成效。2018 年全
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
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为
群众排忧解难。”

说到底，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就看
是否让群众受益、使群众满意。“民之所
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全
心全意办好群众需要的、想要的实事，我
们的事业才能有“源头活水”、生生不息。

二、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最
优解”

如今，走进浙江的农村，令人眼前一

亮的，是每个村子都有不同的乡土风貌、
精神气象。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
中，浙江既最大程度尊重了农村发展的原
貌，也遵循了不同村子自身发展的规律，

“量身定制”出了多姿多彩的美丽乡村。
比如，前段时间省委书记易炼红在衢

州市调研时考察的清漾村，就是在“千万
工程”的指引下，保护好、利用好、开发
好生态和文化资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绿富美”；而靠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
金华东阳市花园村，则是借“千万工程”
的东风，走上了以工富农、以工强村的城
镇化之路，现在已经是年营收超过600亿元
的“村域小城市”。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千万工程”从
一开始就注重“千村千面”“万村万象”，
立足不同村的具体情况，分类确定建设模
式，制定“一村一策”，推动形成“一村一
品”“一村一韵”。正是掌握了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的科学方法，不搞整齐划一、不
做过头事，才让浙江千万乡村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最优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系统推进而不是零敲碎打
整治农村的人居环境，是破解农村问

题的突破口。但整治环境，牵动的是一连
串的问题。系统考虑、统筹协调，而不是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才能取得实效。
实施“千万工程”，浙江一开始就没有

局限在环境整治上，而是把农村的生产、
生活、生态一起抓，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齐头并进，
统筹推进“美丽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
村、共富乡村、数字乡村”，一体实施乡村

规划、建设、管理、经营、服务，并且把
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来通盘考虑，走出了
一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有观点
认为，“千万工程”是系统观念与系统方法
在“三农”工作实际中的成功应用与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无论是“污水革
命”“垃圾革命”“厕所革命”，还是县域美
丽乡村、未来乡村建设，都将各方面因素

“打包”考虑、一体推进，发挥城市对农村
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浙
江农村的“地平线”才有了不逊色于城市

“天际线”的美丽图景。
四、最快的脚步是“坚持”

“千万工程”实施之初，习近平同志亲
自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其中就包括每
年召开一次“千万工程”现场会。他亲自
出席了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会和连续3
年的现场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至今，浙江
已经连续20年召开“千万工程”现场推进
会。就这样，二十年如一日，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千万工程”跑出
了乡村振兴加速度。

如果说“千万工程”在20年前率先破
题，那么“20 年坚持办好一件事”的执
着，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地寻找最适合乡
村发展的路径，是浙江农村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重要原因。

“千万工程”一干到底，反映的是浙江
的决心和定力。20 年来，在“八八战略”
指引下，浙江在持之以恒的实践创新中，
积小胜为大胜，重塑了浙江农村环境，造
就万千美丽乡村。

时代风云变幻，保持战略定力是成功
的关键。如果“新官不理旧账”，那么，再
好的战略都只是“空中楼阁”。

五、迭代创新是有效的打法
定力不等于定式，迭代创新才是有效

的打法。在战略实施的不同阶段，会出现
不同的内因外情，会有新的进展、新的问
题、新的需求、新的机遇，这就需要紧跟
时代步伐，与时俱进迭代战术、创新打法。

20 年来，浙江每 5 年出台 1 个行动计
划，每个重要阶段出台1个实施意见，根据
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确定整治重点，
先易后难、层层递进。“千万工程”的内涵
和意义不断得到深化和升华，“千万工程”
触及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
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
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
级，紧跟时代、创新迭代是“千万工程”到如
今仍能焕发蓬勃生机、不断赋予浙江农村发
展新内涵的内在基因。下一步，浙江将加快
构建“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
城乡和美”的“千万工程”新画卷。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
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我
们要注重战术迭代、打法创新，在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应变局、育新
机、开新局。

六、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基层代

表座谈会时，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
究提出的两个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
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用
调研来“接地气、通下情”，一直是党员干
部发现矛盾、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

20 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118天跑遍11
个市、25个县（市、区），一次次深入村庄
调研，在深入调研、深度交流、深层总结
的基础上，提出了“千万工程”。20年来，

“千万工程”的每一次深化，也都是基于调
查研究的结果。

“千万工程”的实践告诉我们，眼睛向
下、脚踏实地，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所
作的决策才能击中“痛处”、挠到“痒
处”、恰到“好处”。这不仅体现在“千万
工程”，也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实践中。

不了解真实情况，拍脑袋做决定，是
做不好工作的。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
准、把对策提实，才能多出一些像“千万
工程”这样带着“泥土味”的科学决策。

七、“看不见的政绩”同样耀眼
追求政绩很正常，但如何追求政绩、

追求什么样的政绩，却大有不同。为官一
方，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
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事。

正如“千万工程”，不仅在改水改厕、
村道硬化、绿化亮化等“看得见”“见效
快”的地方下功夫，也在治理体系构建、
乡村产业培育、乡风文明建设、文化传承
发展等“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这充分
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
要政绩不等于搞“政绩工程”，要形象

不等于搞“形象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告诫
广大党员干部，“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
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
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不
要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多做一些功在
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

从“千万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从
“不以GDP论英雄”到“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到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这都是在为长远
计、为子孙谋，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
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应该追求什么
样的政绩”。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既做显
功、也做潜功，干在实处、干出实绩，美
好蓝图方能成为现实美景。

“千万工程”背后的这些“法宝”，既
道出了“千万工程”成功的秘诀，也蕴含
着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普遍方法。结合
实际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才能更好推
动“千万工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深
化，实现更多像“千万工程”这样的精彩
蝶变。

“千万工程”背后的七大“法宝”

《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3年，“千万工程”在浙江实施时，各地都很欢
迎，但也有少数基层干部群众心存顾虑。对此，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想了两个办
法：一是每年开一次现场会，由省委书记出席，带领市县干部考察两三个示范村，并
作现场指导；二是每年办一次成效展，他亲自抓部署落实和示范引领，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

事实证明，“现场会”加“成效展”的办法相当奏效，基层的热情一下子就被调
动了起来。此后，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标准和措施，这为“千万工程”的顺利铺开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既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认真谋划，也要我们有抓
好落实的方式方法。20年来，“千万工程”深刻改变浙江农村，其中蕴含着习近平同
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一系列科学思维和方法。笔者梳理了七种
“法宝”，从中可以一探“千万工程”成功的秘诀，也能为我们当前和今后做好各项工
作提供宝贵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