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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式

余杭径山先行先试余杭径山先行先试““乡村新社区乡村新社区””
应应 陶陶 储储 鑫鑫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探索乡村发展新机制

“进入旅游旺季，我们 43 家民宿就会全部
客满。可每天还会接到不少游客的咨询电话，
我们就会把他们推荐到周边的四岭村、双溪村
和平山村，这些村里也有与径山村同样品质的
民宿和环境。”径山村党总支书记俞荣华说。

以径山村为代表的核心村，辐射带动周边
乡村共同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仅仅是余
杭区径山镇在成立径山村“乡村新社区”后的
利好之一。除了共享旅游资源外，这些达成联
盟的乡村会在相互引流导流、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产业共建等领域中，逐步从单村作战向
着抱团发展的新局面转变。而这，也正是径山
镇成立“乡村新社区”的初心。

“传统乡村的发展都是各自为阵，有些村
靠自身的基础和机遇，能够实现强村富民，但
大部分村，特别是山区的乡村，普遍面临着

‘小、散、弱’的难题。单个看，的确有优势有劣
势，但如果组团连片，村与村之间的优劣势就
能互补，形成整体奔富的局面。”径山镇党委主
要负责人说。因此，径山镇经过几年的探索，
从成立六大乡村共同体开始，采用“大合作、大
联合、大融合”的创新思维开始破题。2021年，
径山镇按照“地域相邻、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原则以及“核心村+成员村”模式，将全镇 13 个
村和2个社区重新架构，成立了以小古城村、径
山村、前溪村为核心村的3个“乡村新社区”，建
立“村·村抱团”“村·企携手”“村·民协同”三大
机制，着力形成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
径山模式。该模式已被成功列入杭州争当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
首批试点。

在架构起“乡村新社区”的同时，径山镇也
为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提供智力支撑。2021
年 10 月，径山镇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加盟成立
径山“乡村新社区”研究院和径山“乡村新社区”
学院，提供了举办论坛、开展专题研讨、推进重
点课题、开设培训课程等学术服务。此外，径山
镇还通过签订村校合作协议、聘任专家为顾问
等形式，与智库专家在假日经济、夜间经济、共
享经济等乡村新业态领域达成合作。

径山镇认为，除了需要依靠脑力撬动乡村
振兴之外，社会的力量同样重要。为此，径山
镇充分发挥径山商会的组织优势，凝聚各方力
量，成立“发展基金会”。募集所得的资金将重
点用于扶持村内小微企业发展、奖励青创客创
业、帮扶困难群众等方面。

“乡村新社区”以优促优
激活示范带动效应

余杭区径山镇三大“乡村新社区”成立不
足一年，以优促优的示范带动效应已初步显
现，呈现出三大片区红党建、绿生态、金产业的
多彩发展形态。

以小古城村为核心村的小古城“乡村新社
区”也在党建统领下，以“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等民主协商机制为载体，引导村民广
泛参与协商共谋发展、共享成效。

“这片区域内的围墙应该统一降低，
统一风格，这样整条村道上的美丽庭院都

能展示给游客。”“村里的垃圾分类还是应
该有考核机制，鼓励每个人都提高垃圾分类

投放的精准率。”“我们也要关注到村里的生态
环境、水环境，提升小溪流的水质。”⋯⋯你一
言，我一语中，小古城村“乡村新社区”的村社
单位在民主协商中，实现了产业转型、农户增
收渠道拓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同时，村民

们还参与到村规民约修订、矛盾调解中，密切
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

小古城村“乡村新社区”聚焦与村民携手
共商共享，而径山村“乡村新社区”则聚焦于村
村抱团，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径山村“乡
村新社区”由径山村、绿景村、双溪村、四岭村、
平山村 5 个村组成。这些村落内，拥有着丰富
的山水人文资源，是径山茶文化的核心区，也
是农文旅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在“乡村新社
区”的同盟合作下，由径山村旅游公司牵头，梳
理出了 5 个成员村的 20 余个精品点位，串点成
线，推出了研学之游、文化之游等精品游线。
同时，5 个成员村内的餐饮住宿、户外团建、文
创设计等各类产业资源均可共建共享，为全域
旅游地图绘制了丰富的乡村旅游业态。

如果径山村有风景，那么前溪村有的就是
产业。前溪村是全省认定的第一批省级粮食
生产功能区。以其为核心村组建的前溪村“乡
村新社区”已聚集了贝达药业、不是居、宇航梦
园、瑞溪生态园、长乐林场等优质企业。因此，
村企携手建立战略发展联盟，推动村企合作双
赢、可持续发展是其探索的发展路径。

“前溪村有个自有注册品牌，叫‘沐禾前
溪’，经过3年的培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
存在线上销售量难以扩大的堵点。”前溪村党
委书记王拥军说，“现在，我们与宇航梦园农业
基地达成村企合作，利用他们的网上销售优势
和完善的物流平台，打通了优质农产品的线上
销路。”打通销路后，前溪村“乡村新社区”也连
片带动起周边村社的农产品销售，如前溪村、
麻车头村的优质生态米、土鸡蛋，长乐村、西山
村的竹笋等农产品的销售。

提升百姓幸福感
描绘“大美径山”新画卷

在探索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
路上，余杭区径山镇在不断激活“乡村新社区”
的示范带动效应的同时，也正围绕着环境富
美、产业转型、精神富有不懈努力。

生态环境是径山镇得天独厚的优势。宋
代大诗人苏东坡曾多次到访径山，并为其风景

而执笔作诗——“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
余山色”。近年来，径山镇依托优美的自然生
态环境，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全域美丽大
花园。特别是在推进美丽城镇建设中，径山镇
围绕山水、人文两条“风景线”，建成了市政公
园 5 个、口袋公园 32 个，32 公里的绿道已串珠
成链，径山绿道登上省级“最美榜单”。2021
年，全镇接待游客人数超407万人次，旅游收入
超2.6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18.8%、119.2%。

如今，径山镇不仅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生
态宜居的幸福家园，也成为了城里人休闲度假
的乐园、投资创业的新园，城乡间的差距在日
渐缩小。这之中，离不开农文旅产业的进一步
融合发展。

据了解，径山镇不断拓展“以旅串联、以农
文为核”的乡村旅游产业链，通过成立农文旅
产业联盟、创立青创客社区，打造“假日+夜间+
流量”等新业态。为长链补链，径山镇依托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新推出“种茶、做茶、卖
茶、喝茶、吃茶、讲茶、玩茶、事茶”，让径山茶的
绿叶子，变成“金叶子”。如今，径山茶品牌价
值已达25.17亿元。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生活在径山的百
姓，也并不乏精神文明的熏陶。

在径山，千年的茶文化、宋韵文化、非遗文
化、农耕文化都是其宝贵的文化财富。迈入新
时代，径山镇也正以多路径、多方式融合优秀
传统文化，将其内化为乡村特色邻里文化。在
文化礼堂等文化硬件设施上，径山镇利用已有
设施或闲置农房，在各村建立起乡村会客厅、
文化广场、公共食堂、邻里中心楼等邻里公共
文化体育活动空间，形成一村一邻里中心。有
了邻里中心，各村社百姓就有了良好沟通和更
多交流机会的空间和平台，定期举办的邻里
节，也就有了固定的文化载体。耳濡目染间，
邻里公约认同、邻里文化再生与邻里精神标识
等新时代精神文明特征逐渐显现。

此外，余杭区径山镇还通过实施“茶多分
计划”，建立村民参与村庄治理、志愿服务的数
字化积分体系，让积分链接村民利益和收益，
激发村民“爱村护村”治理自觉，以“1+5”党员
联户机制参与共建共享，逐步形成“自治、德
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余杭区径山镇航拍图余杭区径山镇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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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省各地探寻新时代区域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我省各地探寻新时代区域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子、、提供新经验提供新经验。。

山区是集中体现城乡差距山区是集中体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区域收入差距的区域。。探索山区乡镇从发展型向共富型跃迁的新路径探索山区乡镇从发展型向共富型跃迁的新路径、、新模式是一项紧要而迫切的任务新模式是一项紧要而迫切的任务。。在余杭区的西部山区中在余杭区的西部山区中，，径山镇径山镇

作为典型的生态型乡镇作为典型的生态型乡镇，，正以融合聚变的新思维正以融合聚变的新思维，，聚焦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未来式聚焦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未来式，，探索一条以探索一条以““核心区核心区++辐射带动区辐射带动区””模式打造模式打造““乡村新社区乡村新社区””的新路径的新路径。。

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余杭 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排头兵

径山径山““乡村新社区乡村新社区””研究院和径山研究院和径山““乡村新社区乡村新社区””学院揭牌学院揭牌

径山镇综合文体中心径山镇综合文体中心

村民们在樟树下议事村民们在樟树下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