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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微”治理
台门党校“接地气”

“电信网络诈骗有层出不穷的种种手段，
大家要警惕这几种⋯⋯”近日，在绍兴市越城
区塔山街道青藤社区作揖坊 27 号的“台门党
校”里，几位社区居民坐在小板凳上，听塔山派
出所民警陈伟强上一堂生动的防范网络电信
诈骗宣讲课。

台门地方不大，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上起
课来，气氛总是热烈活跃。“台门就在社区里，
附近的居民经常自己带上凳子来听听课、唠唠
家常，大家都非常乐意来。”青藤社区党委书记
王雅平说，街道和社区经常邀请专业老师来上
课，将党史宣讲、时事政策、传统文化等内容送
进老台门，送到老百姓心坎上。

“元宵节做汤圆、端午节包粽子，谁的生日
到了，大家就一起给她过生日⋯⋯”如今，“台
门党校”已然成为邻里交际、传播和谐的欢乐

课堂，也是高龄、退休党员的精神驿站。住在
台门里的任奶奶已是89岁高龄，但依旧精神矍
铄、心怀愉悦，去年她还向社区党组织递交入
党申请，成了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据塔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街道已
建立青藤社区、阳明故里、秋瑾故居、鲁迅故
里 4 个主题特色“台门党校”，并将延伸覆盖至
每个社区。同时，借助契约化共建模式，吸引
各级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台门党校”的活
动，凝聚多方力量，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好风
尚。

学理论、听民声、解民忧。越来越多的
党员、青年志愿者、离退休老干部自发地走
上街头，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文明城市创建
等基层社会“微”治理工作，将“台门党校”的
精 神 带 出 课 堂 ，团 结 带 领 群 众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眼下，塔山街道正逐步探索一条以“台门
党校”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今
年，该街道将持续擦亮“台门党校”党建“金名
片”，大力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以“1+N”

的模式，在街道97个小区全域推进小区支部建
设，将党的“堡垒”建在群众家门口，把党的服
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社区党建和基层

“微治理”深度融合。

古韵焕新生
文旅融合添活力

“文化和商业融合后还有满满的烟火气，
晚上过来散步好不惬意！”随着鲁迅故里步行
街的改造提升，街区的人气也不断攀升，嬉笑
声和音乐声此起彼伏，流光溢彩的古街夜景引
来市民纷纷点赞。裸眼 3D 屏、灯光喷泉、互动
天幕⋯⋯这条延续着“乡愁”的老街正在重新
焕发生机与活力，成为展示绍兴城市形象的一
张金名片。

“我们制定了 2020~2022 年街区建设重
点工作清单 28 项，已累计投入资金逾 1 亿
元，着力打造历史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传
统文化与时尚生活辉映的多元文化街区。”
塔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首批省级高
品质步行街，街区主要分为鲁迅文旅区、市
集美食区、古越风情区三大功能区域，是当
地文化传承复兴的主阵地、提振消费信心的
主平台。

古城要“美起来”，需从内而外散发出具有
历史厚重感的美。作为古城保护的“主战场”，
眼下，塔山街道正致力于古城“二次复兴”，围
绕《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条例》，聚焦银泰城、风
越里、徐渭故里、鲁迅故里等商圈及文化资源
发展优势，积极打造现代服务业高地，实现城
市和产业有机更新。

“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品展”开展、
“山野湖畔的诗意”农创体验中心开放、沉浸式
文化体验项目陆续落地⋯⋯近年来，塔山街道
进行高标准规划，推进鲁迅故里高品质步行
街、风越里、未蓝和兴虹文创园的优化升级工
作，加快形成涵盖都市工业、文化创意、旅游休
闲集聚的古城文商旅结合样板。

与 此 同 时 ，塔 山 街 道 深 耕“ 护 古 ”“ 拆
旧”“引新”文章，不断提升古城区域城市能
级品质，以“绣花功夫”推进辖区“微改造”，
将精致的“潮味”元素融入其中，全方位优化
城乡居民现代化幸福生活，倾力打造最美环
境。

服务显温度

民生实事暖人心

西游记、三国演义、二十四节气⋯⋯每到
周末、节假日，塔山街道树兰书房阳明主题馆
便会举办丰富多彩的读书主题活动，家门口的

“文化圈”为当地居民带来满满幸福感。“我们
的活动基本上场场爆满，孩子们欢声笑语不
断，也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青睐。”树兰书房阳
明主题馆负责人李佳欣慰地说。

近年来，塔山街道积极开展“书香塔山”系
列活动，并引进张大凤艺术馆、励耘图书、南迦
书店、半城书店等文化企业，努力串点连线成
片，打造文化产业发展高地。今年还将完成 4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圈”建设，以高质量公共文
化服务不断充实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

依托历史底蕴和名人禀赋，塔山街道还将
古城文化融入未来社区各项建设，按照“一带(水
乡风貌带)、两心(文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三街
(府山直街、仓桥直街、新建南路)、多节点(文化、
教育和公共服务多个功能区)”进行规划，设置文
旅融合区、公共服务区、传统民居区和生活配套
区等四大功能片区，全面激活街区、改善民生，
让老百姓享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多措并举破解社区用房“老旧小”难题，加快
推进危旧房治理；统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
础设施，全力打造“1+X”10分钟养老服务圈；着
力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力整治
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持续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
提炼历史文化名人精神，讲好塔山清廉故事，因
地制宜扩大廉政文化阵地⋯⋯眼下，塔山街道瞄
准群众所需所盼，奋力推动一项项实事落地，用
一个个幸福“小场景”描绘民生“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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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越城区塔山街道提供图片由越城区塔山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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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越城区陶堰街道的乡村，白鹭飞

舞翩跹，水田阡陌交错，清澈的浙东古运河

穿村而过，白墙黑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一幅声色俱

佳的笔墨丹青在此恣意铺陈，勾勒出一条

文化、经济、生态、旅游融合相生的乡村振

兴发展新路径。

眼下，瞄准“生态典范、幸福陶堰”目标

定位，陶堰街道深挖人文底蕴，做活生态文

章，着力打造“乡村振兴”“鉴湖水韵”“历史

文化”三张金名片。同时锚定“精品村、品

质城”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全域景区化建

设，奋力打造“幸福越城”靓丽“窗口”。

文旅融合
谱出乡村“幸福歌”

许多人梦中的“桃花源”，正是“水乡陶堰”
的寻常风景。5 月 14 日，陶堰街道民乐原乡田
园综合体“半分田”认领计划启动春种，让城市
居民在东鉴湖旁圆梦“归园田居”。

“除了体验春耕秋收的田园乐趣，认领人
还可以参与烧烤、捕鱼、游湖等活动。”活动组
织者说，“半分田”认领计划旨在充分提升农业
附加值，为当地农户提供了新岗位的同时，也
打开了一扇持续引流的“窗口”，吸引更多市民
游客走进乡村。

今年三月，陶堰街道的千亩油菜花田着实在
朋友圈火了一把。拍照片、发抖音、开直播⋯⋯
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春日盛宴，让不少市民游客
饱了眼福、畅了身心，一幅村美民乐的幸福图
景豁然呈现。

为更好推介“东鉴湖湿地油菜花节”品牌，
陶堰街道制定了“陶堰六景”花期打卡路线，通
过游船串联起陶堰水上游线，融入实景打卡、
沉浸体验、互动演绎等现代元素，打造文旅融
合的全域景区。同时，当地还推出“陶堰八味”
特色美食组合，并开设体验馆，邀八方来客品
味岁月沉淀的乡味。

除了将游客“引进来”，更要主动让农产品

“走出去”。5 月，“山野湖畔的诗意”农创体验
中心在鲁迅故里正式开启。白塔酒、生态大
米、土蜂蜜⋯⋯来自陶堰街道的特色农产品纷
纷穿上“新衣”入驻该中心，向市民朋友献上一
场不落幕的优质农博会。

“我们摸排了近 20 种特色农产品，一并纳
入‘寻味陶堰’品牌进行整合运营，通过统一的
包装设计，帮助村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陶
堰街道办事处主任金平君介绍。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秀丽的水乡风光，
今年，陶堰街道还将全面启动“文化铸魂”工
程，以浙东运河文化为主线，深入实施陶堰人
才名镇复兴战略；推进陶堰老街改造提升，不
断擦亮以邵力子、陶成章为代表的名人文化品
牌。同时深度融入“一廊三带”建设，结合本地
手工酿酒、水乡书画创作等传统民俗文化，打
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创空间。

绿色筑底
打好水乡“生态牌”

生态是陶堰的“王牌”，更是独有的“气
质”。水域辽阔的鉴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宛如镶嵌在天地之间的一块璞玉，良好的水质
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众多迁徙鸟类来此“度
假”。

就在不久前，这里首次出现国家一级“极
危”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黄胸鹀，以及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日本松雀鹰。目
前，鉴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范围内的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已有8种。

3 月下旬，鉴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一
带、三心、五区”规划设计图“出炉”。据悉，“一
带”即以世界文化遗产浙东古运河为基底的运
河生态保育带；“三心”即以洋湖泊、百家湖、白
塔洋为代表的湿地公园最核心的生态基底和
景观；“五区”即湖泊生态修复区、艺趣稻田体
验区、农耕文化体验区、水乡风貌游览区、科普
宣教展示区。

陶堰街道党工委书记、湿地公园管委会主
任胡博说，湿地公园建设始终遵循保护优先、
科学修复、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保护生
物多样性，以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为核心，保
护、传承、弘扬鉴湖历史文化，充分彰显稽山鉴
水的风貌，加快打造生态功能示范区。

为进一步打造稽山鉴水生态功能区，培育
壮大绍兴黄酒原产地品牌，当地还引进黄酒集
团鉴湖糯稻基地项目。据湿地公园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以黄酒原产地保护区基
地为依托，整合鉴湖湿地公园生态资源，完善
旅游休闲度假设施，打造东鉴湖农业生态休闲
区，提升鉴湖湿地公园的旅游服务质量和区域
旅游品牌。

数智赋能
提升服务“硬实力”

“只要打开手机，各项工作任务就一目了
然，操作起来很方便，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每
天早上，陶堰街道浔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
任许红根都会打开“浙里共富”系统签收、派发
任务，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是陶堰街道试点的“浙里兴村共富”场
景应用。据了解，系统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
通过抓牢核心架构、聚焦高频需求、注重管用
实用，落实“事项一口归集”“任务一贯到底”

“评价一体多维”“干事一屏掌控”“监管一览无
余”，建立智治全链条场景，推动基层治理流程
再造、制度重塑、系统重构。

“得益于场景应用，村干部之间也形成了
‘比学赶超’的好氛围，在推动工作落实落细的
同时，也激励大家团结起来，为基层建设贡献
力量。”陶堰街道相关负责人欣慰地说。

依托场景应用全方面考评干部履职。陶
堰街道围绕“五考五赛”，晾晒村干部防疫工作
实绩动态210余条，成为干部政治画像、实干画
像有效抓手；同时该系统有力发挥大数据执纪
监督作用，提升政府公信力和纪检监察效能，
滋养清风正气。

除了以数字化改革深化清廉建设，陶堰街
道还整合了邵力子家风馆、邵力子故居、陶成
章故居等辖区红色廉政教育资源，运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培育形成一批高辨识度清
廉文化品牌和宣传阵地。并在“水乡陶堰”公
众号推出“漫笔说廉”专题栏目，传播清廉思
想、弘扬清廉文化、传承陶堰先贤精神。

（图片由越城区陶堰街道提供）（（图片由越城区陶堰街道提供图片由越城区陶堰街道提供））

2022年第三届鉴湖湿地油菜花节

国家一级国家一级““极危极危””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黄胸鹀黄胸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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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门党校

鲁迅故里高品质步行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