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多来，在规划管理、生
态环保、要素流动等领域，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 78 项制度创新成果，
包括跨区域统一的规划建设导
则、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互认、“金融
十六条”、跨域“一网通办”等多
个方面。

两年多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坚持制度
创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动，重
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在积
极参与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聚
焦跨域出行更便捷、聚焦科技
创新和产业协同、聚焦人民群
众民生福祉等方面重点推进项

目6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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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起，省人代会已连

续 3 年审议通过地方性法规。
人大代表通过参加大会审议与
表决，直接参与行使立法权。

2021 年，全省各基层立法

联系点对 13 件法规草案提出

1000 多条意见建议，许多好
的意见建议被吸收采纳。

2021 年，为确保《浙江省
快递业促进条例》内容更合理、
更接地气，省人大常委会立法
工作者亲历“快递小哥”的一
天，倾听基层声音，掌握第一手
资料，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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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这是一部满载民营企业家期

待、回应民营企业发展呼声的条例，
是一部‘我们’的法规。”回想起《浙
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下称

《条例》）制定全过程，省人大代表、
泰昌集团党委书记王茂法这样说。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最大特色、
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与此同时，
民企高质量发展面临融资限制多、
人才留育难等困境，公平公正参与
市场竞争也亟需更多法治保障。身
为民营企业家的王茂法深知民企发
展痛点，“当时，‘民营企业’甚至没
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我们希望
以制度的‘定’来应对外界的‘不
定’，而法律法规是最好、最强的制
度定型。”

作为省人大代表的王茂法花了
3个多月的时间，广泛收集众多企业
家和专家的意见建议，牵头形成了
全文近 7000 字的《关于制定〈浙江
省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促 进 条 例〉的 议
案》，并于 2019 年向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提交。

议案提交不久，王茂法就收到
了好消息——议案受到高度重视，

《条例》被列入 2019 年度立法工作
的重中之重，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
府迅速组建立法工作专班。立法
小组分赴嘉兴、海宁、温州、乐清等
地开展调研，组织民营企业、省人
大代表、省市县各级有关部门召开
专题座谈会，并在 144 家有代表性
的 民 营 企 业 设 立 立 法 工 作 联 系
点。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征求意见
1200 余人次，收集修改意见 1500
余条，对民企发展痛点进行了一次

“地毯式搜索”。王茂法参加了近
20 次座谈会，眼看着《条例》内容一
点 点 变 得 更 有 针 对 性 、更 具 操
作性。

有地方提出，民营企业作为个
体获取信息和应对风险的能力有

限，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服务指导职
能，为此，《条例》增加了政府建立健
全风险监测、分析评估和预警机制
的规定。有部门提出，融资担保公
司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共担等工
作机制在台州等地已有成功经验，
这一地方实践也被《条例》吸收，从
省级层面为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畅通
提供支持。针对民营企业最关注的
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条例》专设

“平等准入”一章，其中明确规定，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
业务等，民企都可以依法平等准入。

这也是近年来浙江开门立法纳
民意集民智的一次生动写照。为了
让每一部法规充盈民意，2021年，浙
江设立覆盖 11 个设区市的 22 个基
层立法联系点。各基层立法点又各
自向下延伸，如义乌市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了一支上万人
的信息采集员队伍，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参与立法。2021 年，全省基
层立法联系点共对 13 件法规草案
提出 1000 多条意见建议，其中不少

被吸收采纳。
由于《条例》事关浙江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后决定，将《条例》提交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由全省人大代
表表决。

2020 年 1 月 16 日，议案提交一
年后，王茂法坐在代表席上，见证了

《条例》高票通过。这是全国首部促
进民企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隆
冬时节寒意正浓，王茂法内心却是

“火热”的：“民营企业发展迎来了又
一个春天！”

《条例》于 2020 年 2 月 1 日正式
施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
了第一场大考。在《条例》的框架
下，一项项纾困解难政策接踵而至，
也 为 浙 江 民 营 企 业 送 来 了“ 定 心
丸”。

更让王茂法惊喜的是，省政府
承诺，要在 2 年至 3 年内围绕《条例》
逐步构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体系。2 年多来，各级人大、
政府定期就《条例》执行情况召开座
谈会，倾听民营企业真实获得感。
目前，浙江已推出 20 项《条例》重点
条款配套政策措施。

立 法 为 了 人 民 ，立 法 依 靠 人
民。5 年间，浙江坚持在立法中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出台了一系列
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创制性立法：全
国“放管服”改革领域首部综合性
地方性法规《浙江省保障“最多跑
一次”改革规定》、全国首部以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
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全
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全国首部
医疗保障领域综合性
地方法法规《浙江省
医疗保障条例》⋯⋯
一 部 部 法 规 彰 显 民
意，有力保障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浙江在立法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
本报记者 蒋欣如 叶小西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
例》，这是全国首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地方立法保
障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浙江方案。

【闪亮时刻】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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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炎炎夏日，嘉善县西塘镇祥符

荡变得更有韵味。湖畔错落有致的
建筑群，尽显江南诗意。一条约 1.5
公里长的中兴路，将 3400 亩祥符荡
水域分为南北两片，这是颜涛每天
上班的必经之路。

颜涛就职于嘉善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建设管理
委员会，这两天，他刚把办公室搬进
祥符荡。虽说开窗能欣赏湖景，但
他更愿意实地走。“今年我们将迎来
示范区嘉善片区‘三年大变样’的期
终大考。”颜涛说，他手头有4个正在
推进的项目，都在祥符荡周边，其中
2 个要赶在 6 月底完工，示范区嘉善
片区的发展令人期待。

2019 年 11 月 1 日，上海青浦、
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组成的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
其中，“两区一县”里的金泽、朱家
角、西塘、姚庄、黎里5个镇被划为示
范区先行启动区。先行启动区要率
先建设、引领示范，要蹚出一条新路
来，这对各地的干部来说，是一场前
所未有的考验。

先后两次参与示范区现场会筹
备工作，颜涛是示范区建设发展的见
证者、亲历者，深知“生态绿色”这四
个字的重要性。打开“先行启动区”
区域图，只见以淀山湖为中心，元荡、
汾湖等湖泊串成一条“蓝色珠链”，淀
山湖往南约 10 公里的祥符荡，正是

“蓝色珠链”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可初见这颗“明珠”时，颜涛有点

傻眼。一条小村道蜿蜒而入，四处杂
草丛生，东一块西一块的水田杂乱排
布，甚至令人瞧不清远处湖泊的模
样。改变源自示范区的探索。两年多
来，仅在生态保护领域，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已经形成8项
制度创新成果，包括跨域生态环境标
准、监测、执法“三统一”实施机制，跨
域水体联保专项方案，跨域水体污染
防治机制及评估考核制度等。

目前，祥符荡正在实施清水工

程，通过沉水植物、水生动物恢复工
程和种植辅助，恢复祥符荡沉水植
物物种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 稳 定 性 ，促 进 生 态 系 统 良 性 循
环。工程完工后，水质部分指标将
达到地表水Ⅱ类，水体透明度总体
平均达到2米。

祥符荡畔，“一叶扁舟”踏浪而
来。那是示范区嘉善展示馆项目，
建筑造型犹如一叶扁舟，结合层叠
的水景，仿佛下一刻便要启航。眼
下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正在紧张
地进行内部装修和展陈布置。颜涛
一手指着施工图，一边为我们讲解：

“屋顶装上了光伏板，主体采用胶合
木框架结构，还运用了国际先进的
绿色建筑技术、节能材料和建造工
艺。”项目将作为示范区 3 周年的主
会场，集中展示示范区5个“重大”建
设成果。这是一体化示范区践行

“低碳节能、绿色可持续”理念的标
志性建筑，也是嘉善今年主推的2个

示范区重点项目之一。2021 年 12
月，嘉善县发出示范区嘉善片区3周
年建设动员令、启动示范区 3 周年

“13820”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总投资
超700亿元的20个标志性项目。

擦亮生态绿色的“底子”，还要
注重产业发展的“绿色”。2020 年，
示范区“两区一县”率先跨省域制定
了统一的产业规划、项目准入标准、
企业登记标准。这一系列的标准和
举措，让三地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的产业导向上达成共识。

项目落户有门槛。如今的祥符
荡，已经透出了“科技范儿”。离开
示范区嘉善展示馆项目现场，颜涛
又带着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
项目现场——祥符荡科创绿谷研发
总部项目。项目现场主体已全部完
工，76.2 亩土地上已先后落户了嘉
善复旦研究院、祥符实验室（纳米转
化医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未来数
字创意实验室、浙江大学未来食品
实验室、浙江大学未来健康实验室、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
等创新载体，未来将围绕突破“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目标，构建集科技
研发、成果转化、培育孵化等为一体
的创新生态。

一体化的红利，让示范区三地
居民越来越像一家人：开通8条跨省
公交线路，异地就医全域结算免备
案，85家医疗机构一卡通行，三地政
务服务实现跨省通办⋯⋯两年多
来，在规划管理、生态环保、要素流
动等领域，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推出了 78 项制度创新
成果，包括跨区域统一的规划建设
导则、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互认、“金融十六
条”、跨域“一网通办”等多个方面。
示范区经验正走向
全国，为长三角全
域乃至全国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发挥
重 要 示 范 带 动 作
用。绿色发展，“绿
意”正浓。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

擦亮生态绿色的底子
本报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王 洁 邹鲁尊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闪亮时刻】 2019年11月1日

扫一扫
看视频

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肖艳艳 版式：邬雯雯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3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给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励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结合自身实际，发
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2018年2月28日2018年2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州安吉黄杜村农民党员来信提出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一事作出重要指示，
肯定他们的做法，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2018年5月

【闪亮时刻】【闪亮时刻】

【亲历者说】
5月中旬，浙江日报牵头组织的

一次四村“圆桌会”，让相隔千里的
四个村庄许下了“共富之约”。

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如何携手四
川凉山三河村，盘活两地资源？湖
州安吉黄杜村如何助力湖南古丈
翁 草 村 ，让“ 绿 叶 子 ”变 成“ 金 叶
子”？同为“先行先试”的东部村，
黄杜村和横坎头村的发展都得到
了总书记的关怀和勉励，两村党组
织发挥带头作用，一个靠“红配绿”
发展旅游产业，一个靠“富民茶叶”
发展种植业。如今，在新一轮东西
部对口协作中，两村不仅自己富，
更希望从过去一对一结对帮扶，向
着二加二整合资源的新模式加快
探索。

换了三趟交通工具，跨越千山
万水，四村互访的第一站来到东海
之滨的“浙东红村”横坎头村。

“三层洋房一栋连着一栋，村里
轿车随处可见，这里的村‘长’得像
我们那边的镇！”三河村党支部副书
记吉斯尼格、翁草村党支部书记石
流堂第一次站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很是感慨。

过去5年，横坎头村一手发展红
色旅游，一手壮大绿色经济，奋力打
造革命老区红色引领共同富裕的样
板，成绩亮眼：去年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637.75万元。

“我们年游客量已从几年前的
两万人次增加到现在的超百万人
次，村民家门口开大糕店，最高纪录
7 天卖出 2500 多份大糕，收入 6 万

多元。”横坎头村党委书记黄科威的
话，让西部两个村的书记眼睛放光，
急着要“取经”。

就在三村书记到访前的几个小
时，黄科威还忙着跟“邻居”汪巷村、
甘宣村的党组织书记商量整合三村
700 余亩土地和特色资源，发展“美
丽未来乐享田园项目”。黄科威希
望将同样的发展模式复制到三河
村，用利益联结方式打造乡村发展
的联盟。

在横坎头村中央，村里去年投
资 60 万元建了一块电子屏，如今成
了企业争相投放广告的“香饽饽”，
第一年就回本并盈利。千里之外的
三河村，最近也建了两块一样的电
子屏，由横坎头村出资 40 万元、三
河村出资 20 万元。吉斯尼格说：

“通过结对，横坎头的先进理念和项
目来到了我们山坳坳里。”此外，在
横坎头村的带动下，三河村正尝试
把旧址、新居和村史馆串联起来，打
造彝族文化主题旅游线路。村里
5000 平方米的培训基地将于 8 月开
放，新的民宿正在打造。

四村互访的第二站是“中国白
茶第一村”黄杜村。

春茶季已过，黄杜村漫山的茶
树已修剪完毕，待新抽嫩枝茁壮成
长。站在黄杜村万亩茶园观光平
台，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作为
白茶苗捐赠的亲历者，同其他三村
书记分享了黄杜村发展和“先富带
后富”的故事。

“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发挥带
头 作 用 ，是 黄 杜 村 干 成 所 有 事 的

关键。”盛阿伟说，以前试种推广
白 茶 靠 干 部 带 头 ，这 几 年 村 里 发
展茶旅融合也是如此。靠这个法
宝，5 年来，黄杜村集体经济收入
从 2017 年 的 120 万 元 增 至 2021
年的 249.5 万元，全村人均收入从
2017 年的 29645 元增加到 2021 年
的 63800 元。

近年来，黄杜村还将茶树苗捐
给西部山区，并且包种、包活、包
销。今年，贵州、湖南、四川 3 省 5 县
受捐地 6217 亩“白叶一号”茶园共
采摘鲜叶 6.5 万多斤，产值超过 770
万元，受益 2064 户 6661 人，人均增
收 1162 余元。看到当地百姓脱贫
致富的笑脸，前后加起来跑了近 20
万公里送技术的盛阿伟觉得再辛苦
也值。

这回来，石流堂还给黄杜村送
来了一面锦旗。他说：“围绕茶园，
我们把全村山、林、溪、田、园、寨连
成一片，学着黄杜村在走茶旅融合
发展的路子。”然而，因技术、管理、
人员等问题，加上带头种白茶的人
少，“白叶一号”在翁草村尚未能形
成“燎原之势”。“这次‘取经’回去
后，我们还要好好商量，提高党支部
的战斗力，进一步发展茶园。”他说。

两天时间，四村书记看了横坎
头村每年进账 300 多万元的红色研
学观光项目，也走访了黄杜村茶旅
融合的帐篷客酒店、半日闲露营基
地⋯⋯浙江两个先进村的“晒宝”过
程，也是村书记们碰撞思想火花的
过程。

交流中，四村书记经过“头脑风

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四村联
合，资源互补——

“横坎头村和三河村已成立合
资公司，下一步四村也可通过公司
形式，共同进步！”

“三河村的彝族表演、翁草村的
苗族歌舞可以作为常设的文化交流
节目，绑定横坎头村的红色培训，晚
上表演，白天卖农产品，一来解决就
业，二来培育产业。”

⋯⋯
加快乡村振兴，是

共同富裕的必答题。
眼下，浙江正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党员干部带头干、
先富带后富携手干，共
富之路上再出发。

亲切的关怀，促成一场“共富之约”
浙川湘三省四村共商党建引领结盟发展

本报记者 翁 杰 陈 醉 沈 洁

扫一扫
看视频

余姚横坎头村党委书记黄科威（右一）介绍横坎头村发展史。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安吉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左三）向大家介绍“一片叶子”的致富故事。 本报记者 李世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