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双银村——自由地改农田振兴农业发展

一、基本情况

双银村位于集士港镇，本村共分为河尽自然村、徐家自然村、银山自然村、

湖泊桥自然村、裘家庄自然村、王家漕自然村等六个自然村。村域面积 2.3 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 826 亩，山林 2344 亩，经济特产 100 亩，农民主要经济来源以

蔺草、水稻为主体，另外有多种经营果、木、竹林、笋林等。农田本是附近村民

的闲置地，双银村通过采取统一回收、流转、管理的方式，对实地进行了多次勘

察、测绘，最终制定出了一套以农机、农技、农巡、农安和农资为主体的农田管

理方案，闲置荒地变良田，低效旱地变成沃野，随着农村垦造水田工作的大力推

进，农田产值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稳步提升。

双银村一角

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在农机方面，双银村使用大型农业生产机械来减轻农民的劳力，更加快了农

业的生产效率，改革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农机机器设备的推广和应

用，从村民手上收了闲置土地，主要种植水稻，桃子，无花果等农作物。农技方

面，建立推动新农村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新机制，为农民提供了技术指导和技术

服务，开展新农村建设公益性科技工作，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

新农村技术创新体系，将农村生产、农产品加工和电子商务衔接起来形成产业链。

为了助力乡村农业振兴，在农巡方面，充分发挥了村网格员的作用，深入田间地



头了解民情，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巡查是否有违法建设的大棚和化解涉农纠纷，

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农民利益。在农安方面，不断加强农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来

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并建立了农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部门和人员的职

责。种植地均设立了安全围栏和防护设施，并且严禁在农地焚烧农作物秸秆。在

提高农民粮食产量的同时，切实增加耕地数量，通过垦造水田，将大片旱地、荒

地和低效用地提质改造为灌溉水源充足，交通畅通的高质量水田。大力推进土地

增减挂钩、补充耕地、荒地复种等项目，不仅给村集体新增了耕地，壮大了集体

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改善了村容村貌，有力保障了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更为

粮食安全贡献了双银的力量。下一步双银村将继续以耕地保护为契机，因地制宜

盘活土地资源，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项目改造前 项目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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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创新性

双银村垦造水田的任务是刚性的，必须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快速推进项目实

施，完善阶段性措施，垦造出成效，切实让村民获利是关键，依托垦造水田项目

的实施，“农业+旅游”等综合开发模式项目仍然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与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和景观资源成正相关，双银村因地制宜垦造，因地制宜经

营，分类引导和管控，充分发挥项目的带动作用，释放土地效能，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

双银村 2号机埠改造后

四、具体成效

海曙区集士港镇四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试点项目涉及集士

港镇辖区内双银村、山下庄村、四明山村、深溪村四个行政村，项目总面积为

1770 公顷，已于 2021 年 2 月完成市级验收，并且取得了农田集中连片、住宅集

中集聚、村庄环境优美、三产有效融合的整治成效，为海曙区通过全域土地整治

和促进乡村振兴开启了山美水美、生态和谐、产业融合的美丽篇章。海曙区集士

港镇双银村 2号机埠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开工，4月 15 日完

工，投资约 3万元，灌溉面积 100 亩，受益人口 180 人。工程更新升级后，新安

装了设备一套，周围建筑及进出水池得到了提升，新增了标识牌等。

五、经验启示

（一）保护转让方的利益



今年来，我村农村土地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村土地改革

工作，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保护转让方的利益，在土地流转中转让方

往往是弱势群体，容易被剥削。因此为防止转让方的利益受损，应加强对土地流

转的监管力度。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二）科学管理土地资源

土地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合理利用，我村还需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科学管

理，引导农民将土地用于高效农业生产，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

产出率。同时还应当加强土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土地的质量和产出。

（三）加强技术支持

加强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支持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产量，同时鼓励

农民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种植效率和品质，在维护土地资源的前提

下，实现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推动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集士港镇双银村 徐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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