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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城柯城：：乡街治理大比拼乡街治理大比拼 红色根脉强基础红色根脉强基础
郑郑 晨晨

（本版图片由柯城传媒集团提供）

拼模式 促增收
村集体经济发展添动能

2 月以来，围绕落实落细“释放新活力、提
升首位度”这一总目标，柯城区委主要负责人
亲自谋划部署，以“一月一乡一街一推进”为
具体抓手，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充分激发党
建活力、夯实基层治理“基石”，倒逼各乡街、
村社书记把抓发展作为“书记项目”，做实基
层共富单元，谋划狠抓“两项收入”（村集体经
济和重点帮扶人群收入），激发各乡街抓增收
的活力、创新抓增收的实招、争当抓增收的

“首位”。
在这过程中，全区涌现出了很多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好招”“亮招”。
5月7日，根据九华乡上铺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安排，王金良等 15 名村民集体收割油菜花。
“去年把2亩多闲置地交给村里后，我不仅能拿
到 1000 多斤稻谷的收成，收割油菜花还能拿
到一天120元的务工费。”王金良说。

去年 3 月，为破解耕地“非农化”、基本农
田“非粮化”问题，上铺村把 173 亩闲置农田从
20 余户农户手里“借”过来，由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代管代种代收，当年收获 7 万公斤稻谷。
这些收成由村集体和农户对半分，除去机械
租赁、人工费等开支，村集体还有 4 万余元收
入。

“上铺的做法深受村民欢迎，九华乡在上
清村等6个村进行了推广，共盘活1200余亩闲
置地。”第二次乡街治理大比拼“互看互学互
比”现场会上，“上铺模式”引起与会人员的强
烈兴趣。大家边聆听九华乡党委书记裴春风
的介绍，边热烈谈论，总结提炼上铺村的经验
做法，希望也能在各自乡镇进行尝试。

现场会后，柯城区农业农村局召集各乡镇
相关负责人商讨推广方案，引进专家改善品
种、传授育苗经验。不出半个月，“上铺模式”
已推广至万田乡、沟溪乡等地，让 1000 余户农
户的1750亩闲置地种上水稻。

在石梁镇，引进农业主体，带动农民在家
门口就业，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成为该镇在
比拼中亮出的创新举措。

去年8月，柯城区农业农村局、石梁镇合力
引入龙头企业衢州叶稻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并把完成全域整治的 3000 余亩土地全部交付

“叶稻轩”打理。如今，“叶稻轩”已在这片土地
上全部种上了优质水稻。

“我们还与童前村强村公司共同建立生态
养殖基地，以土地流转、订单种植养殖的方式，
提供种子种苗、生态有机肥、种植回收等服务，
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水稻、养殖高山生态家禽，
并为村集体带来电商、农机设备、农家乐、民宿
等方面的收益。”“叶稻轩”负责人方华说，此举
预计带动童前村集体年均增收 100 万元以上、
全镇300余户农户每户每年增收3万余元。

第三次乡街治理大比拼“互看互学互比”
现场会上，与会人员前往童前村，查看长势喜
人的 600 亩稻田。石梁镇探路“村+企+户”模
式、促进产业融合创新的举措，受到与会人员
的好评。

石梁镇深受鼓舞，全力推进“村+企+户”模
式。该镇立刻收集23户农户的资料，为农户开
办网店，并聘请电商专家对农户进行一对一指
导，启动电商共富项目。

“‘村+户’的‘上铺模式’与‘村+企+户’的
童前模式，都是柯城多管齐下提高‘两项收入’
的结晶。”柯城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尤其是
今年开展乡街治理大比拼以来，柯城出台了

《关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共同富
裕的意见》和《关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村促进
农民增收奖励办法》，为村集体和农民增收提
供制度保障。

如今，柯城狠抓村集体经济增收初见成
效，已有 8 个村为 4783 个农户分红 286.98 万
元；12 个村进城购置物业、带来经营性收入
55.3 万元；全区村集体资产资源在衢州市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公开交易 19 笔，交易金额为
7695.45万元。10个粮食示范村已完成种植油
菜 2685 亩、早稻 1600 亩、单季稻 855 亩；石梁
镇韵泽盈无核椪柑展示园已完成种植，万田乡
无核椪柑示范园正在建设中。

比脑袋 富口袋
数字民情档案强赋能

“现在每个月我都能拿到 3000 多元，家里
的生活有了保障。”柯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
管员宋晓峰说，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找工作是难题，家庭收入拮据。信安街道书院
社区通过“邻礼通”数字民情档案的研判分析，
把宋晓峰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多次向他宣传就
业政策，并与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积极对接，为他找到公益性岗位。现在宋晓峰
不仅有了社保，收入也增加不少。

以数字民情档案帮扶就业，是提高“两项
收入”的生动缩影。乡街治理大比拼“互看互
学互比”现场会上，区委主要负责人指出，针对
重点帮扶人群，全区上下要找准症结所在，拿
出精准的增收举措，一项项落到实处，做到“心
中有数”。

为此，柯城迭代升级“邻礼通”，以数字民
情档案对“人-房-物”信息进行分类标注，集成
服务群众特色场景，做到“摸清了底数、满足了
需求、优化了管理”。数字民情档案还对空巢
老人、侨眷侨属、残疾人等进行标签化管理，社

区按照条线需求，为这些人员提供精准帮助。
目前，数字民情档案共向全区9800余名未就业
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服务，累计向全区29家
规上企业精准输送1100余名职工。

双港街道梅家村村民余天六自 2021 年百
家塘片区房屋征收后就一直赋闲在家。双港
街道通过“邻礼通”数字民情档案的分析，精准
推荐余天六凭一技之长入职“六禾港盟”。“之
前我在村里做电工，现在负责双港社区、美港
社区 40 余个小区的水电维修，每个月有 4000
元收入。”余天六笑着说。

据悉，“六禾港盟”是双港街道以村集体经
济发展较好的五湖村为牵引，携手 5 个城郊村
分别注资 100 万元，联合成立的城乡党建联
盟。按照“强村联盟、支部主导、公司运营、党
员管理、村民入股、按比分红、街道监管”原则，
统一调配各村社及辖区内人力物力财力，突破
村域限制，有效整合优势资源。

“六禾港盟”承接了双港社区、美港社区40

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管理，投资运营社区“三
色”智能充电桩、白凉亭民宿、康养健身中心、
西港运动公园初心市集等项目，接收全区各乡
街推荐的 50 余名重点帮扶人员，入职安保、保
洁、维修等岗位，每年带动重点帮扶人群增收
200 余万元。同时预计今年为 6 个村的集体经
济增收共150万元。

用好数字民情档案、城乡党建联盟，精准
推荐就业岗位，是柯城解决重点帮扶人员就业
问题的有力之举。针对收入较低农户增收难
题，全区开展入户调查摸底，结合收入较低农
户实际，联合属地乡镇（街道）、属地村制订增
收“一户一策”：通过介绍岗位、指导就业等方
式，今年前 4 个月共为 56 户收入较低农户提高
7.8 万元工资性收入；通过助销农产品、发放菜
苗、指导生产等举措，今年前 4 个月共为 16 户
收入较低农户提高 6.7 万元经营性收入；整合
1000万元，开发公益性岗位，确保有劳动能力、
有劳动意愿的收入较低农户 100%就业，现已
落实此类农户公益性岗位 883 个，为每名农户
增收830元/月。

柯城还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推
动“资源”变“资产”，推进收入较低农户、村
集 体 土 地 资 源 统 一 流 转 ，目 前 全 区 已 流 转
149 户 收 入 较 低 农 户 的 土 地 ，每 年 租 金 共
19.26 万元。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柯城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9484 元，位居山区 26 县前列；
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975 元，增幅
9.1%，为全省第一。

“今年的乡街治理大比拼活动，旨在推动
各乡街书记抓党建、强治理、促共富。不是说
听大家汇报，也不是简单地走走看看，更关键
的 是 看 大 家 做 成 了 什 么 ，用 实 际 成 效 来 说
话。”柯城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全区
要开展部门比晾晒、村（社）书记季度例会等
各个层面的大比拼，形成全区上下比学赶超、
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推动主要经济指标在
全市争首位、山区 26 县争前列、全省争进位，
加快形成一批具有柯城辨识度的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样板，争当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

衢州市便民服务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 许军 摄衢州市便民服务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衢州市便民服务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 许军许军 摄摄

佳农果蔬柑橘采后数字化处理中心

日前日前，，衢州市柯城区举行衢州市柯城区举行““红色根脉强基红色根脉强基··共同富裕引领共同富裕引领””乡街治理大比拼第三次乡街治理大比拼第三次““互看互学互比互看互学互比””现场会现场会。。与会人员走进石梁镇与会人员走进石梁镇、、新新街道新新街道，，深深

入田间地头入田间地头、、村社小区村社小区、、农业产业基地等农业产业基地等，，实地了解产业项目实地了解产业项目、、农民增收等情况农民增收等情况。。

夯实基层基础夯实基层基础、、筑牢发展根基筑牢发展根基。。今年今年，，柯城开展乡街治理大比拼柯城开展乡街治理大比拼““互看互学互比互看互学互比””活动活动，，以现场以现场““打擂打擂””的方式的方式，，压实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压实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强党建强党建、、

聚合力聚合力、、促发展促发展，，进一步健全党建统领乡村振兴进一步健全党建统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聚焦共同富裕出实招推动基层党组织聚焦共同富裕出实招、、做实功做实功，，落实落细强村富民落实落细强村富民、、强社惠民各项任务强社惠民各项任务，，

督促各乡街在村集体经济和重点帮扶人群增收上取得实绩督促各乡街在村集体经济和重点帮扶人群增收上取得实绩，，以发展实绩检验党建实效以发展实绩检验党建实效，，让四省边际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由蓝图走向现实让四省边际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由蓝图走向现实。。

村民喜迎丰收村民喜迎丰收

“上铺模式”油菜花海绘就美丽画卷

“邻礼通”数字民情档案程序界面“邻礼通”数字民情档案程序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