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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第一天，玉环市楚门镇蒲田村党支部书记蔡赋祥就给村

班子打了“预防针”——“小微园区二期、老旧工业点改造、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一个接一个，我们休息不得，这一年肯定是辛苦

的。”

2009年之前的蒲田村被村民戏称“烂蒲田”，加工作坊与民房

共生。当地人都说这村子“环境不好，村子还穷”。

十多年时间，一晃而过。如今的蒲田村，靠着老旧工业点改

造、小微企业园新建，一跃成为先进村、示范村。随着第一期小微

园建成投入使用，蒲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750万元。今年，蒲田村

二期小微园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投入使用后，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近2000万元，村集体资产预计2亿元左右。

这背后的“致富经”，得从一个模式说起。近年来，玉环市楚门

镇在蒲田村试点推行物业盘活“142”模式，通过村党组织班子主

导，村集体、村民、乡贤基金、社会资本协同参与，提高困难群众、技

术工人和科创人才的持股比例，帮助村级集体经济走上了一条“借

鸡生蛋”的共富路子。

一个主心骨
做着奉献事

蒲田村的转折点，在2012年。
“那年我们拿了全省‘双强百

佳’的荣誉，全省就 100 个。拿着
奖牌回村，说实话，给了我们莫大
的信心。”蔡赋祥表示，刚领完奖，
没有庆祝。他就和其他班子成员

围坐一起，开了个讨论会，就讨论
两个问题——继续发展的路子在
哪里？要怎么走？

这场讨论会从白天开到了黑
夜，最终发展的目标瞄准了企业。
100多家企业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但企业要做大做强就需要空
间、规范、创新。因此，蒲田村成了
玉环市“老旧工业点改造、小微园区
建设”的首批试点村。

发展路子明了，试点争取到了，

困难也接踵而至。“没钱、没地。小
微园区建设需要土地30多亩，资金
5000 多万元。”蔡赋祥指着半白的
头发说，“都是那时候愁白的。”

没地，就进行土地流转。蔡赋
祥第一时间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算经济账、算民生
账，做深做细思想工作，先从干部、
党员、村民代表，再到他们的家属亲
戚，最后到每个村民，全村统一思
想，达成共识。开展土地流转工作
时，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没钱，就抵押自家资产。当时
村集体经济只有 10 多万元，通过

银行能贷到 200 万元，资金缺口高
达 4800 万元。为破解资金难题，
蔡赋祥带头以自家企业作担保贷
款 1500 万元，村班子成员紧跟着
将自家资产进行担保贷款，最终筹
集项目资金 4800 万元，保证了小
微企业园项目顺利启动。

四方共参与
齐走发展路

老旧工业点改造和小微企业园
的建设，让村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变化。

生活区里，不再有企业开工发
出的噪音；村民与企业的纠纷，不断
被化解；外来流动人员的管理，也更
加规范。惊喜的是，随着小微园区
的投入使用，村集体经济的口袋一
下就鼓了起来。

“年租金750万元，我们只租不
卖。”一开园，村两委成员戴余祥就
多了个“园长”的身份，管理着园区
内的大小事宜。用水用电、安全生
产标准化服务、环保审批等，企业都
能向园区提出服务要求。

因为“服务好”，蒲田村的小微
园区供不应求，一开园就迎来25家
企业，实现开园即“满员”。“我们小
微园1平方米租金价格比市区还要
贵2元，但是企业就看重我们这儿的
环境好、服务好。”戴余祥表示，全心
全意为企业服务，不仅是让企业有
了好的营商环境，还能进一步助力
企业做大做强。

来自东北的吴畏然是玉环松辽
管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第一
批找上门要求入驻的企业家。入驻
不过两年时间，松辽管业就成了规
上企业，2021年产值超2000万元。
吴畏然也成了蒲田村的“长住民”。

企业的不断发展，又反哺蒲田
村，让小微园区二期建设在今年拉
开序幕。

但是，这次的筹资有了新变
化。为了充分调动村集体、村民、社
会资本、乡贤基金的参与积极性，不
断凝聚物业建设向心力，蒲田村小
微企业园（二期）计划采用“村集体+
村民+企业+乡贤基金”共同参与的
模式。村集体、村民与企业享受年
底统一分红，而乡贤基金则成为村
集体建设募投启动资金，参与村级

营利性项目，增强村集体造血能力，
项目基本建成或落地后无息退出。

两项助增收
谋划共富路

未来的发展已可预见，但蒲田
村两委班子的发展眼光并不局限于
此。在乡村振兴这条道路上，方方
面面都要芝麻开花节节高。村子发
展了，村集体经济增长了，老百姓的
腰包也要再鼓一点。

“目前我们村低收入群众共有
30户。我们要保证共富‘一个都不
能少’。”蔡赋祥表示针对这一群体，
他们将加强帮扶力度，调整持股分
红比例，对于困难群众根据实际情
况分别按照 1.5 股、2 股和 2.5 股分
红，最高不超过3股。三类对象均经
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商议、公
示，每年实行动态调整。

针对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持股
资金缺失的状况，发动入园企业自
愿募集“共同富裕扶持资金”，下挂
在蒲田强村公司名下，解决他们的
燃眉之急。同时，根据低收入农户
身体状况等，合理安排园区门卫、
车间工人等岗位，让人人都能劳有
所得。

目前，蒲田村有 18~60 岁的劳
动力1100人左右，村内120多家企
业吸纳近 800 人在本村就业、创
业。为了让企业更好发展、村民更
好地就业，蒲田村计划提高企业科
创人员、技术骨干持股比例，专门拿
出小微园区总资产5%的股份比例，
定向面对台州市 500 精英以上人
才、行业紧缺型技术骨干，经村班子
会议提出、镇党委会商议，分等次给
予20万元、30万元、50万元等额持
股比例，离职后由村级无条件收回，
进一步帮助企业留人留心、助力园
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42”模式盘活村集体经济

玉环市楚门镇：“小微园”里的致富经
徐子渊

玉环市楚门镇蒲田小微企业园玉环市楚门镇蒲田小微企业园

俯瞰蒲田村

玉环市楚门镇蒲田村两委班子跟进项目进度 （图片由玉环市楚门镇蒲田村提供）

“可以在小区西门设立一个垃
圾分类投放点，这样方便居民投放
垃圾⋯⋯”日前，在嘉兴经开区长水
街道优优花园小区，小区网格长、网
格员、微网格长、居民小组长和党员
居民代表正在对垃圾分类亭设置点
位进行商讨。“自己事、自己提、自己
议、自己定”，在充分听取和综合整
理居民意见后，小区将把商讨结果
进行公示，最终形成小区垃圾分类
投放点设置方案。

构建高效、务实、低成本的社区
治理共同体，不断拓宽居民参与小区
共建共治途径，唤醒社区治理内在动
能。今年以来，长水街道坚持把推进
小区“睦邻”党建工作作为有效抓手，
通过红色会客厅、红色业委会和红色

议事会，赋能小区、聚力小区，探索党
建引领小区精细化高品质治理新路
径，解锁长水居民的幸福密码。

居民议事有阵地。去年以来，长
水街道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
作用，积极挖掘楼道、架空层、物业用
房、社区用房等各类空间资源，全力
推进小区“睦邻”党建阵地覆盖，先后
因地制宜推进了丽岛嘉苑小区“一站
两厅三园”、尚景蓝湾小区“民生议事
厅”红色小区阵地34个。

小区事，一起议。在红色会客
厅，每月都会定期举办活动，小区专
职网格员、微网格长也经常在此倾
听居民心声，商讨小区事务。此外，
会客厅还经常开展宣讲活动，将新
思想传递给小区居民，密切了党群

关系。“现在活动都办到了小区里，
参加活动商量事情只要走出家门就
可以了。”家住优优花园 10 幢的居
民朱阿姨说。

服务到家，干出群众满意度。
业主委员会是小区治理的关键因
素，长水街道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
势，注重多方联动，充分发挥党员业
主的积极性，组建起 19 个红色业委
会，切实发挥自治和服务作用，激活
小区“神经末梢”的“红色细胞”能
量。一批热心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
主力军，通过志愿者会议、党员会
议、居民协商会议等，加强了居民和
居委会、物业的联系。

该街道中南社区久久小区红色
业委会5名成员中有4名是党员，上

任伊始，他们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疫情
防控等工作。针对久久小区建成时
间较久、相关配套设施不足的情况，
业委会积极筹措，为小区添置了爱
心座椅，美化小区配电箱，协助物业
配齐配新楼道灭火器，一系列举动
让居民点赞叫好。

长水街道各社区还充分挖掘共
建单位和辖区单位资源，积极探索
小区“微治理”。让小区微网格长、

“一编三定”在职党员和居民代表等
成为“微治理”主力军，形成党员教
育在小区、党员引领群众参加社会
治理在小区、党员和小区党组织服
务群众在小区的工作格局，让小区
展现新面貌、新形象。

嘉兴经开区长水街道

激活基层治理“红色细胞”能量
张 婷

眼尖的乐清市民董露露发现，
最近几天早高峰期间，好几个路口
有穿着红马甲的市领导在劝导交
通。“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看来是动
真格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我国综合评价
城市发展的崇高荣誉，是含金量超
高、竞争力特强、影响力更大的城市
品牌，评选过程被称为全国优秀城
市的奥林匹克竞赛。2021年1月中
央文明办公布 2021~2023 年创建
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名单，包括
乐清在内的浙江 20 个县市入围。
该市于一年前的 2021 年 3 月即发
起冲刺动员，谋求在新一轮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中开好局；今年 3 月初，
又围绕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发起
了2022年度总动员。

“四套班子领导带头穿上红马
甲做志愿服务，给全市干部群众做
示范。文明创建人人有责，要大家
一起参与！”在年度动员中，乐清市
主要领导提出了如此要求。言必
行、行必果。3 月 11 日起，在乐清
市区的多个路口，市四套班子主要

领导和除疫情防控重点单位外的
各市直部门负责人一道，穿戴红色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马甲，从
早上 7 时 30 分开始持续一个小时
投身志愿服务活动。

为将活动走深做实，乐清规定：
志愿服务单位要由主要领导参加；

参加志愿服务后，要及时记录活动
情况；志愿服务不刮一阵风，而是成
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各级干部通过
开展“文明随手劝、车辆随手扶、垃
圾随手捡、市容随手拍、困难随手
帮”等各类“随手做志愿”服务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紧迫感。
党员带头，干部示范，全民共

建。“醉美之城 文明先行”，乐清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从本
月启动以来，该市动员了党员志愿
代表队伍、青年志愿代表队伍、巾帼
志愿代表队伍、文明单位代表 10 万
多人，通过“志愿浙江”发布活动、签
到签退，一起投身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众多以往坐办公室的乐清机
关干部，而今走上街头参与劝导
交通；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活
跃在理论宣讲、便民服务、环境保
护文明实践第一线；各个单位全
面认领创建责任路段、建立路长
责任制⋯⋯各种文明细节在乐清
城乡随处可见。

“文明创建只论结果，不问如
果。”乐清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全市
上下认识再深化、重点再聚焦、责任
再落实，确保在 2022 这个创建关键
年拿到“入场券”，以优异创建成果
为打造“醉美之城·幸福乐清”提供
更强文明支撑。

一起参与 乐清10万志愿者投身文明创建
徐 明 陈建峰

乐清通过“志愿浙江”注册的10万名志愿者投身创建活动 刘言勇 摄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新
泰村桐山坞区块的“美丽乡村百路千
里”扩面提升项目顺利完成：500 米
的组级道路由原来的 2.2 米拓宽至 6
米，过往车辆不再拥挤；沿线绿化公
园，成为村民饭后散步的新场地⋯⋯
环境整治后的桐山坞区块美化、序
化、洁化、亮化、功能化，旧貌换上了
新颜，引来其他各村民小组的参观，
大家都决心要在组内开展乡村环境
扩面提升工作。“今年我们组也好好
努力，给身边的环境换个样！”

2021 年起，中泰街道启动“百路
千里美乡村”新时代美丽乡村全域环
境扩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行动计
划的突破口，就选在了新泰村。当
时，新泰村还是街道内全域环境较差
的村庄之一。明确了任务和目标，全
村环境扩面提升的工作从哪开始着
手？新泰村村委将决定权交给村
民。通过与该村监察联络站成员、村
监会代表、户主代表等召开户主会议
后，新泰村将桐山坞区块确定为样板
区块，以小额工匠工程招标的形式进
行扩面实施。

一年的时间里，摆在新泰村第 9
村民小组面前的难题有很多：村道破
旧狭小，排水不畅；村庄绿化美化不
足，环境脏乱差⋯⋯为了让扩面提升
项目能保质保量完成，新泰村充分发
挥起广大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

据了解，在街道纪工委、小额办、
区域发展办等职能部门的联动指导

下，新泰村由村党委牵头，成立工作
专班，并在村民推选下，选定 3 名村
民代表作为桐山坞区块“美丽乡村百
路千里”项目的村民监理，与村级监察
联络站共同参与该项目的全过程监
督。在项目推进的前期，新泰村监察
联络站还与“和谐村风”调解工作室的
调解员，时刻发挥协调和监督的作用，
确保项目在推进中不损害村民的利
益。正因如此，该项目顺利完成负面
清单中的15处不雅建筑拆除等工作，
为“美丽乡村百路千里”扩面提升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在项目实施建设的
过程中，为确保项目组织实施“公开、
公平、公正”，新泰村还成立由本组村
民 代 表 组 成 的 监 理 小 组 ，并 通 过

“121”工作法，利用监察联络日活动、
固定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渠道广泛
发动党员、代表、群众参与该项工作。

基于桐山坞区块的环境扩面提升
工作，新泰村已提炼出宝贵的“新泰经
验”。今年，该村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推
进其他各组开展环境扩面提升工作，
争取尽快实现全域环境改头换貌。

接下来，中泰街道也将继续齐心
聚力，积极深化“三服务”，围绕全域
美丽大花园建设，以桐山坞区块为样
板，力争高质量完成第二年计划，进
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
设施，扩大美丽乡村建设覆盖面，推
动乡村治理能级提升，切实带动提升
区域品质，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满意度。

余杭中泰：

村民监督共参与
乡村环境换新颜

应 陶 陈 红

余杭区中泰街道新泰村桐山坞自然村 （图片由余杭区中泰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