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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知道的诸暨，也许是
一个历史古城，一方底蕴深厚
的文明之地。越国古都，西施
故里，秦时置县，历代未废，是
中国最古老的县（市）之一。
苎萝山下，浣纱江畔，西施倩
影翩翩；古越台上，范蠡祠中，
卧薪尝胆流传千年。

曾经知道的诸暨，也许是
一个旅游名市，一方山水唯美
的灵秀之地。“五泄飞瀑”、“千
年榧林”、“东白山水”，以及白
塔湖湿地、千柱屋古民居、千佛
奇山斗岩等深深吸引海内外游
客，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曾经知道的诸暨，也许是
一个工业强市，一方经济发达
的活力之地。是中国袜业之
都、中国珍珠之都、中国香榧
之都和中国五金之乡。是长
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城市，县域
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第 13
位，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县级
市居全国第10位，城市综合创
新能力居全国县市第9位⋯⋯

但今天，再次行走诸暨，
我们发现她正在开启城市转
型与发展的新征程。

每年投入近3亿元推进新
农村建设，成为省首批美丽乡
村创建先进县市；加快大唐、
枫桥、牌头、次坞等省级中心
镇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一批工
业、商贸、文化、旅游等特色
镇；每年将新增财力的三分之
二以上用于民生，尤其作为

“枫桥经验”发源地，深入开展
“平安诸暨”、“法治诸暨”建
设，全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
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成为全
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
综合试点县市，第一批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

哦，还不止于此。要了解
新诸暨，必须来到城东。

这里的建设让胸怀着大城
市梦想的诸暨人越来越真切地
感受到现代化都市的气息。拓
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经济辐射
功能，推进城市框架形成，完善
城市基本格局和功能，塑造特色
鲜明的山水园林城市形象，城东
新城——是诸暨大城市建设的
突破口、兴奋点和增长点。

而在建设现代化大城市、
推进全域城市化方面，诸暨则
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举全
市之力推进大城市建设，加快
形成“一主一副五组团”网络
化城镇体系，努力把诸暨建设
成为具有古越文化底蕴的现
代化山水园林城市。

当前的浙江，正处于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全力推进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
转变，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
变，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
发展布局向城乡一体转变，生
产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城市
内涵向幸福和谐转变，力争走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
征、浙江特点的转型发展新
路。在诸暨，我们似乎看到了
这样一个蓝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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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乡村 越都风情】
发展布局向城乡一体转变，生产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发展布局向城乡一体转变，生产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

促农民增收，让农村美丽。今天
新农村建设为这座美丽之城再添点
睛之笔。

“美丽乡村”要创造的美丽，是村
庄内外随目可及的风景，村民内心丰
富饱满的世界；是乡村生态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

“农村垃圾增多，是农村发展的
结果，而对垃圾的处理，则是文明的
标志，是农村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
会的第一道门槛。”诸暨市农办相关
负责人说，为此他们积极探索卫生管
理长效机制，开展清洁行动，尤其近
几年大力实行垃圾减量化处理，在山
区乡镇开展生活垃圾生态化处理试
点，在精品创建村开展垃圾分类投放
试点。

诸暨市有 30 多个“城中村”，人
口密度大，环卫配套设施缺失，一直
是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难点和热
点。今年，市建设局借“三改一拆”的
东风，结合“城中村”改造，把“城中
村”纳入环卫统一保洁，采用 BOT 模
式引进深埋桶清洁直运系统，在市区
暨阳街道、陶朱街道和浣东街道，共
投入265套深埋垃圾桶及6辆专用车
辆，日收集生活垃圾 130 吨。传统垃
圾站房消失了，彻底改变了城中村

“脏、乱、差”的面貌。
今年，为配合“五水共治”，淳美

水乡更是任务艰巨。针对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诸暨因地制宜，扩面提
质。对山区、有空间的村庄，采用生
态化处理模式，设施更实用。对平原

地区的村庄，采用微动力、小型化处
理模式，设计更合理。对集镇及附近
村庄，截污纳管，接入污水处理厂，标
准更高。2014 年，全市污水治理总
投入 3.6 亿元，基本实现了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100%。

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关键在
于“经营”，经营乡村之美是诸暨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扎实推进洁净村庄、森林村
庄、文化村庄、现代村庄为内容的新
村创建基础上，诸暨进一步提升理
念、综合资源、打造亮点，开展精品村
建设。2014 年，创建 76 个诸暨市级
新村、2 个精品村。同时，串点成线，
打造两条景观线。进一步完善白塔
湖、五泄美丽乡村景观区的设计，构
建绿色景观走廊、生态经济走廊、休
闲观光走廊、文化展示走廊。

事实上，“美丽乡村”创建的结果
也成为了发展美丽经济最好的资
源。大力发展农家乐、山村游等新经
济业态，推动山水资源、乡村资源、产
业资源向旅游资源、发展资源转变，
由此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

“美丽乡村”要抵达的幸福，是农
民腰间鼓起的钱袋，是农民眼底自信
的目光、脸上满足的笑容。诸暨的新
农村建设，在幸福、美丽、富足三大维
度全面升级。

“现今在诸暨做‘农民兄弟’，很
洋气，拥有承包地、宅基地、征地补
偿、集体收益分配权⋯⋯”这是在网

上流行的一句话。的确，改革成为了
诸暨农村发展的活力所在。

一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力
推动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土地流转，
鼓励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合
作经营，形成“承包金+股金”的稳定
收入。扩面建立市、镇二级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2014 年，组建 5 个以上土
地股份合作社，15 个镇级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一手推进农村金融发展，
继续在 15 个镇乡推进农房抵押贷
款，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工作，进一步拓展农村有效抵押物
范围，2014 年，计划发放农房抵押贷
款 8000 万元；同时，发展和管理村集
体经济，努力增加村级集体物业收
入，争取基本消除集体经济收入在
10万元以下薄弱村⋯⋯

行走诸暨乡村，酿酒、剪纸、造
纸、篾匠、箍桶等传统手工技艺和高
跷、舞龙、武术等传统民俗活动，彰显
着乡村人文之美，充实着乡村文化之
魂。古祠堂、古门台、古街道、古田
畈、古桥、古树等历史遗存，依旧述说
着悠悠古越国的往事和记忆。这里
是诸暨的底蕴，是诸暨的城市文脉，
也是诸暨厚积薄发的力量和源泉。

【店口样本 小城大梦】
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 城市内涵向幸福和谐转变

今年7月，计划总投资12亿元的
明峰医疗项目，在诸暨市店口镇举行
奠基仪式。这家中美合资企业未来
还打算把总部迁至店口。拥有一支
为通用电气和飞利浦开发产品的国
际团队的明峰医疗，选择店口，除了
产业链配套因素，还因为这里的城市
建设不比一些县市差，能为该企业吸
引海内外优秀科研人员提供便利。

诸暨市店口镇，是浙江“小城市
培育工程”的“种子选手”。作为浙江
农村城市化的样本点，店口以公用民
建的模式，解决了城市建设的资金难
题，以产业发展联动方式，解决了城
市人口的集聚问题。而引进有世界
先进技术的企业，通过这些企业既丰
富店口的产业内涵，又将引导和助推
店口现有产业的提档升级。

“然而由‘镇’变‘城’，转变的核
心因素是人。城市化，要让‘幸福感’
同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本身不是
最终目标，城市化进程给老百姓所带
来的归宿感和幸福感，才是我们需要

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唯有人民得利，
才能真正体现城市化的核心价值。”
镇党委书记方维炯的思路是：“产城
融合，相辅相成。”

面对民生，店口有一个很形象的
比喻：城市硬件设施和外观建设是“面
子”，用于提升城市功能和舒适度。“面
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里
子”，即必须打破附加在户口本上的一
连串福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因此，店口要解决的不仅是“本
地农民市民化”，还有“外来民工本地
化”。店口的做法是：实施以就业、创
富、教育、医疗等“八大社保体系”为
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

为了支持创业，店口专门建成“新
青年、新农民、新店口人”创业园，一期
6 万平方米的厂房，已有 21 家企业入
园，其中新店口人创办的企业有6家。

教育方面，对于户籍人口，店口
从2009年起就开始实施12年制免费
教育，2010 年贫困家庭幼儿保育费
减免，2013 年开始提供 15 年制教育

保障；对于新店口人，其子女在公立
学校就读免收外乡费，就读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学费减免，贫困家庭幼儿入
园减免保育费等。以店口一小为例，
该校在校学生人数达 3000 多，其中
外地学生占一半以上。

医疗方面，对于新店口人，店口
2006 年就设立爱心医院，要求门诊
费用不超过 50 元，免挂号费，诊疗、
化验费减半，药品平价零差价。如
今，新店口人在诸暨市第四医院住院
就医可报销 50%的医药费。在基本
生活保障方面，店口财政专门划拨
300 万元资金，用于因病致贫、因灾
致贫困难家庭的解困救助。

【城市提速 生活升级】

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

如今的诸暨与全国多数
城市一样，进入转型换挡的新
常态。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
根本。诸暨的持久发展需要
注入新动力，转方式、调结构
成为发展新引擎。通过城市
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
型，诸暨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
的发展路径。

从 2012 年开始，诸暨城
东 29 平方公里的范围，一座
新城正在茁壮成长。短短几
年时间，中心区 50 多个项目、
百幢高楼全部落地：人防档案
馆、建银大厦、市民公园即将
竣工；25 幢企业总部大楼和
雄风永利大型商贸综合体等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诸暨剧
院、规划科技馆、检察院、法
院、工行、人行等政府性投资
项目即将动工建设。一个更
加符合现代化产业转型和生
活 品 质 需 求 的 新 城 逐 渐 落
成。作为诸暨现代化建设新
地标和商务门户的新中心，城
市未来向东拓展的重要空间，
城东新城的建设将带动整个
城市未来发展。

诸暨市委主要领导说：
“现有的城市经济格局对城市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诸暨
正进一步挖掘与杭州都市圈
的对接潜力，通过提升中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城乡
统筹步伐，进而形成杭州都市
经济圈——诸暨大城市——
中心镇——中心村梯度发展
的良好格局。”如今，诸暨人正
在做一个大城市梦。

从诸暨的发展轨迹来看，
可以说，建设大城市是诸暨发
展的必然。撤县设市、跨江东
进、越山西拓、旧城改造，从新
兴中等城市再到气势恢弘的大
城市建设，诸暨的城市框架不
断拉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
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品位
得到提升。现在，随着旧城区、
城西、城东三大区块建设同步
推进，诸暨大城市建设的美好
蓝图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今年的金秋十月，诸暨
国际商贸城一期正式开始营
业，这意味着诸暨打造“广货
北上”集散第一站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同时，它带来的
将 是 一 次 跨 越 式 的 产 业 嬗
变，一次诸暨商贸流通行业
的划时代变革。

全新的城市大框架，改变
的又何止是诸暨的空间形态
和外在面目。大城市建设更
为深层次的影响，是为诸暨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极富效率的平台，为诸暨的经
济跃升提供了新契机。几乎
就在搭建城市“大框架”的同
时，诸暨经济结构调整、生产
力布局优化等一系列动作已
互为呼应，次第展开。“6+2”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无疑将
对诸暨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
拉动作用。在未来的新空间
里，诸暨已踏出了全新的“舞
步”。

如今，这是一方城乡统筹
的乐居之地。按照大城市发
展理念，以全长 50 多公里、投
资100多亿元的城市三环线建
设为标志，诸暨正在着力建设
具有古越文化底蕴的现代化
山水园林城市，中心城市建成
区面积超50平方公里，城市化
率达到61.3%。坚持新型城镇
化方向，大力推进店口诸北新
城建设，加快大唐、枫桥、牌
头、次坞等省级中心镇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了一批工业、商
贸、文化、旅游等特色镇。

这是一方和谐稳定的幸
福之地。大城市建设为老百
姓织起了民生保障网。随着
城市建设的推进，诸暨将进一
步健全完善民生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
关注的教育、就业、医疗、保
障、住房等实际问题，从各个
方面满足群众的新期待、新要
求，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每年将新增财力
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民生，社
会民生事业蒸蒸日上。

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

现代诸暨现代诸暨 大气古都大气古都
——县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诸暨实践

“6+2”现代产业体系：“6”，指袜业、珍珠、铜加工及
新型材料、机电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环保新能源等工业
六大主导产业；“2”，指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一主一副五组团”：指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店口诸北
新城为副中心，枫桥、牌头、次坞、璜山、五泄五大中心镇
为城镇组团的市域城镇体系架构。

“诸暨路径”：以集群化大产业为主攻方向，以支撑性
大项目为有效抓手，以城市化大平台为主要阵地，以总部
型大企业为主体力量，以国际化大市场为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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