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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上午，温州市龙湾区状元街道龙腾
社区文化礼堂，处处洋溢着幸福味道：篮球场
上，青壮年居民激情拼抢、挥汗如雨；会议室
内，老年居民写写划划，正跟着老师在“幸福学

堂”上识字课；广场空地上，妈妈陪着孩子一起
玩耍、共享亲子乐趣⋯⋯

近年来，状元街道针对辖区三个社区不同
特点，不断唱响“品牌引领曲”“安置融合曲”

“党建联盟曲”，从而构建“舒心、省心、暖
心、安心、放心”的社区幸福共同体，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想不到这辈子还有上学的机

会。”龙腾社区老人董碎庭兴高
采烈地说。以前大字不识一

个的她，如今能顺利地读报
了。在龙腾社区，不少步

入中老年的妇女因为不
识 字 ，给 生 活 造 成 很

大 不 便 。 2012 年 ，
在社区支持下，社区

内 7 位退休教师自发组
织义务教学队伍，并成立

“幸福学堂”品牌工作室，至
今已帮 600 多名中老年人识

字。
“社区是居民共同的家。群众

反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好不
好，是对社区干部工作能力的考验，也

是对社区基层治理水平的考验。”龙腾社
区党委书记蔡红艳说。近年来，从“幸福学堂”

到“江莲燕公益 6+1”“林秀潮普法”等 12 个
党员工作室，再到“阳光先锋”“夕阳无限
好”等 16 支志愿服务队伍、500 余名登
记在册志愿者⋯⋯龙腾社区坚持品牌
带动发展、真情传递爱心，搭建起一
个又一个让居民发挥特长、投身
服务的“幸福舞台”。

“我是状元街道三郎桥
人 ”“ 我 是 三 垟 街 道 沙 河
人”⋯⋯三年前的罗西社区，
几乎没人说自己是“罗西人”。
作为龙湾、瓯海、温州生态园交
叉共管的新社区，这里承担着 9 个
村的拆迁异地安置任务。面对现实
难题，罗西社区以“融合”为主线，用

“民生服务单”“个性化需求单”“乡愁记
忆单”三张清单，打造“和合罗西”党建共
同体，为社区居民架起“安心桥”，让社区
成为有真情有温度的“熟人社区”，使 2.38 万
名“异地邻”成为“一家人”。

党建联盟、资源整合，则让龙跃社区走出
发展“新步伐”。今年，9 个涵盖站所、产业、行
业的党支部组成联盟，围绕疫情防控、无物业
小区整治等民生实事，累计开展联盟服务 35
次，解决关键小事 150 余件。以“什么都要”的
态度拓宽“党建朋友圈”，以“什么都有”的格局

建立联盟“党建资源库”，党建联盟为实现共同
富裕提供强大引擎、注入发展动力。

社区是共富路上的“最小单元”。状元街
道全面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让每一
个居民成为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一
起向未来。

俯瞰龙湾区瑶溪街道钟秀园，只见一栋栋
别致的清代中晚期建筑与绿水青山相得益
彰。5月9日，瑶溪村村民董崇福正和设计师在
边上比划着，商讨民宿效果图。“去年我们村成
功入选全省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以后游客会
越来越多，大家都想抓住机遇，做大美丽经
济。”董崇福说，他计划在青山绿水间打造一处
世外桃源。

瑶溪原名姚川，因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

张璁的诗句“溪石皆玉色”而得名。淙淙“瑶
溪”河起于瑶湖，碧溪幽谷、苍崖峡峪，蜿蜒串
联起一片以“美丽乡村”为核心的文旅产业。
2021 年，瑶溪街道接待游客数量超 80 万人次，
经营性收入 5371 万元，占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71.7%。

全省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为瑶溪打造文
旅 IP 注入新动能。按照“村即是景，景即是村”
的发展理念，瑶溪街道谋划“文化+产业+共富”

发展路径，改造杨梅产业园、发展高端民宿、建
立沉浸式体验文旅业态、推出“拾趣乡村”轻享
时光⋯⋯一条精致的文旅综合带勾勒出来：围
绕“瑶湖、钟秀园、沿河沿山 L 型带”核心区域，
打造文旅产业带；拓展建设大罗山度假区、禅
修文化园等版块，与南洋社区、龙湾中心区形
成东西呼应、功能互补的“城村共生”格局。

“约瑶溪，阅文遗，越运动，悦生活”，一个
新型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
既要抓住发展机遇，也要打造百姓生活新

样板。作为龙湾区“未来社区、未来园区、未来
街区、未来乡村”4 个基本单元建设的重要承接
地，瑶溪街道自 2015 年起开始征拆工作，共拆
迁12个整村。

一张白纸之上，瑶溪街道通过助力“交通
圈”，带动“都市圈”，激活“经济圈”，书写“建成
全域美丽宜居圈”的精彩答案。

全力攻坚金丽温高速东延、机场大道东
延、瓯江路东延等交通工程，打通永宁西路、科
技城王尖路等交通梗阻，不断完善交通路网。
其中，机场大道东延工程全长 6.4 公里，沿规划
向东南延伸，建成后将成为瓯江南岸向东发展
的重要通道，极大缓解瓯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
交通压力，促进东部新城产业发展和城市东
拓，实现温州从瓯江经济走向东海经济。

把未来社区理念贯通到“精建精美”全流
程，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南洋社区2020年

7 月入选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
名单，规划单元125公顷，联动医疗、交通、文旅
等场景实现“4+X”场景集成创新体系；云创未
来社区规划，则创建以“社区云大脑”为支撑的
新型智慧社区。

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瑶溪画卷，正徐徐展
开。

（本版图片由龙湾区永兴街道、状元街道、瑶溪街道提供）

瑶溪街道以“交通圈”带动“都市圈” 邵彩云 摄

瑶溪街道大力发展以美丽乡村为核心的文旅产
业，图为瑶溪街道钟秀园。

瑶溪街道大力发展以美丽乡村为核心的文旅产
业，图为瑶溪街道钟秀园。

永兴街道的文兰书院举行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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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跃社区老年人活动日常

空港永兴企业社区党建综合体 张崇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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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培育“小升规”企业 182 家，唐工阀门等 5
家企业上榜“瞪羚”名单，国内一流锂电池供应
商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入选省“未来工厂”试
点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正努力走出一
条符合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把财富“蛋糕”
做大做好。坚持以党建统领，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正是永兴街道迈出的共富第一步。

2021 年，组建两新党组织 177 个，组建数、
覆盖数位居温州市前列，创成省级数字赋能、
集成服务示范党群服务中心。

小微园区建设不断加码。建成投用9个小
微园，478家企业入驻，成为浙江省密度最大的
小微园集聚区，南园小微园树立全省小微园示
范标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成投用温州首个
营商服务中心、首个“金融惠企”平台，成功打
造温州首个“政务服务驿站”，为企业提供16类
116项助企服务，实现企业办事“不出园”，被推
荐为温州市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实践基
地。

助企服务进一步优化。成立空港永兴企
业社区综合党委，探索出企业社区治理新模
式，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宝龙广场建成开业，温
州最大单体制造业项目落户永兴。

精准谋划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小微园
建设、土地流转、农贸市场优化提升、村三产
安置房开发、闲置地开发利用等五大模式，
建成 28 个村集体经济项目，14 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历史性突破 1.17 亿元，村均超 800 万
元。

共同富裕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
大蛋糕”的目的是让群众“吃上蛋糕”。

厚植民生福祉，擦亮幸福底色。过去五
年，永兴街道累计发放低保金 1297.47 万元、困
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247.01 万元、医疗临时救
助款 133.94 万元、优抚补助 354.24 万元，完成
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和3家农贸市场改造提升
工程建设⋯⋯

口袋鼓起来，脑袋富起来。随着城市书
房、农家书屋、省级电影放映点、文化礼堂和龙
湾区首个革命教育馆的投用，群众有了“取经”

“充电”的好去处。“以前在家没事就看看电视，
玩玩手机。现在过条马路就能到城市书房看
书，不仅能打发闲暇时间，还能增长知识。”家
住永兴街道辖区的居民张女士说，城市书屋环
境挺好，书的种类也挺多。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创造平安和谐、舒心
幸福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永兴街道建成温州
首个消防管理数字化平台“消安云”；实行“月月
竞赛”抽检考核机制和安全生产“三色管理”机
制，隐患整改率达 94.5%，火灾成灾率逐年下
降。同时，创成省级“枫桥式”派出所，探索出
小微园“共享助调”模式，成功入选省法治政府
建设最佳实践。

全力构建社区幸福共同体

发展新型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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