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在村里工作的第 21 个年
头，自从成为一名村干部，我就下定决
心：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村里开始建设美丽乡村以来，环境美
了，生活便利了，我们探索出了以农园致
富、品牌致富和产业致富为主的“富民三
招”。依托于农业经济开发区的大平台，我
们引进农旅产业，进行农旅和文旅结合。
村民有活干、有钱挣，生活越来越好，幸福
感越来越强——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

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余良

村民有活干有钱挣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家乡创办了东
兴奶牛场，就是希望自己有了能力以后
能帮助、带动更多人致富。

我遇到过技术不过关、人手不足等各
种困难，朋友和家乡的村民一次次与我共
渡难关。从一个“门外汉”到现在的“万事
通”，我觉得一个人干得再好也只能算“小
富”，带着大家一起干好才是“大富”。2019
年，我参与秀洲区跟龙泉市的山海协作项
目，用托管代养奶牛的形式帮助龙泉的经
济薄弱村增收。接下来，我还想帮助更多
低收入农户，让更多人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郁馨怡 共享联盟秀洲站
胡佳 朱琴燕 整理）

让更多人走上致富路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
东兴奶牛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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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吹来初夏，绿意蓬勃。
站在嘉兴火车站站前广场，1∶1

复原的1921站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
树林里，伴随着呼啸的列车，带人们
重回红色的夏天；不远处，停泊在南
湖湖心岛畔的红船，已穿越百年岁
月，城市日复一日地被它滋养，从

“红船精神”中汲取着奋进的力量。
过去五年，嘉兴地区生产总值

跃升到 6355 亿元，年均增长 7%，
上升到全省第 5 位；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 1.60∶1，农
村居民收入已连续18年居全省第
一；人才吸引力排名全国城市第
22 位、全省第 3 位，荣获全省首批

“科技创新鼎”；成功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作为“红色根脉”之地，嘉兴忠
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中最精彩板块，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加快建设共同
富裕典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市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的赶
考路上努力交出不负红船、不负人
民的时代答卷。

红色扎根，“红船
精神”历久弥新

从复建的嘉兴火车站1921站
房、老火车站炮楼、宣公路、宣公弄、
宣公桥（原东门桥）、环城东路至狮
子汇渡口，登船至湖心岛（红船），
再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去年，嘉兴
推出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红色教
育线路，将红色记忆串珠成链。

为了讲好红船故事，让“红船
精神”在更多年轻人心中扎根，嘉
兴全力打造《红船起航》主题展、大
型民族歌剧《红船》、电视剧《大浪
淘沙：启航》等艺术精品，累计开展
红色宣讲 3.4 万场，受众 210.3 万
人次，推动更多群体成为“学”的主
角、“讲”的主力、“听”的主体。

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4 月 7 日，在海宁市海昌街道
洛隆社区上城天地蝶园，90 后党
员沈水霞和网格员们用 1 个多小
时，为390多户居民挨家挨户送上

新鲜配菜。“其实我们刚协助做好
全员核酸，但怕居民着急，所以宁
愿自己辛苦一点。”沈水霞说。

今年 3月以来，嘉兴遭遇了多
轮疫情，面对一场场严峻的疫情大
考，一抹抹“党员红”“志愿红”闪亮

“疫”线，当地共成立了928个临时党
支部，组建了2100支党员突击队，
1.1万个党组织、20.5万名党员干部
积极投身防疫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生态作底，逐浪
高质量发展大潮

在位于桐乡市的新凤鸣集团
5G 长丝车间，一台头上长着激光

“触角”的机器人在工位前来回跑
动，把生产图像以 8K 超高清的影
像传回后台，精准地完成检测。

高质量发展，源于新动能澎湃
涌动。过去五年，嘉兴深入实施

“制造强市”“数字赋能”两大战略，
始终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战
略核心地位。“得益于嘉兴推进的
数字经济建设，近 3 年，集团产能
翻了 3 倍，效益一直处于行业高
位，综合能耗则比行业平均水平低
20%。”新凤鸣集团信息技术部部
长朱云强说。

从德马吉森、蒂森克虏勃、采
埃孚，到松下、飞利浦、浦项、雅
培⋯⋯五年间，嘉兴引进世界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95 个，实际利用
外资 117.5 亿美元。一个个重大
项目落地背后，是嘉兴在不断扩大
开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全面提升城市能级。

高质量发展，底色是生态绿
色。近日，嘉善县太浦河长白荡饮
用水水源地获评省优级饮用水水源
地，该水源地已连续 3 年在省考中
获评优级水源地。一条长长的太浦
河，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三地串联。一直以来，上下游、左
右岸各自为政，治理缺乏协调性，使
得太浦河管护难度进一步增加。

自 2019 年 1 月以来，青浦、吴
江、嘉善多次开展交界区域联合治
水行动，逐步建立了“联合河长

制”。这五年，嘉兴深化公众参与，
成 立 由 4434 名 生 态 网 格 员 和
2552 名“民间河长”“民间闻臭师”
组成的队伍，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奋力打
造秀水泱泱、韵味江南的共同富裕
示范区美丽图景。

成色更足，争当
城乡统筹“典范生”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
民富不富？丰收的笑脸是最好的答
案。嘉兴全面奏响新时代田园牧
歌，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并实现县

（市、区）全覆盖，五年来土地流转率
从56%提高到71%，新建高标准农
田73.3万亩，新增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 9 个、特色农业强镇 10 个，粮食
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一。

城乡之间“同频共振”的，不
止于此。走进海盐县沈荡中学多
功能教室，一根网线、一个摄像头
显示出它的不同。“这是‘同步课
堂’，每个星期我们都有几堂课跟
城里的实验中学一起上。”沈荡中
学相关负责人说。如今，海盐已
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全域开展同步
课堂的县（市、区）。今年 4 月，海
盐成功跻身《2021 年通过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

（市、区、旗）名单》“优质均衡”榜。
五年来，嘉兴用情用力改善民

生，实施高水平全面小康“补短板”
行动，全市财政五年投入 2667 亿
元用于民生事业，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79.5%。嘉兴学院“创大”
指标全面进位；城市医联体、县域
医共体实现全覆盖；奥运会、残奥
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在与群
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卫
生、文化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嘉
兴力求做到城乡优质均衡。

紧扣民心，打造
“幸福一‘嘉’人”品牌

每天上午，70 多岁的市民徐
玉珍都会到市区三元路“禾城驿·

温暖嘉”报到，和老伙伴们三五相
约、茶话闲谈、看报听戏，享受退休
生活。

接下来，68 个“禾城驿·温暖
嘉”城市驿站还将进一步迭代升
级，为老百姓提供诸如补衣、修
鞋、磨剪刀等日常便民服务，建设

“ 便 民 禾 城 驿 ”，让 温 暖 不 止 于
“家”。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
富有的统一。打造“幸福一‘嘉’
人”品牌，既需要宜居、宜业、善育、
优学等物质优享，也需要文化润心
的精神优享。嘉兴通过开展礼堂
走心——农村种文化行动、驿站连
心——便民服务圈覆盖行动、幸福
健心——心理健康服务品牌建设
行动等“精神富有·润心在嘉”十大
标志性项目“十心行动”，让高品质
精神文化需求落细落实，实现嘉兴
老百姓精神层面的共享普惠。

亲子沙龙、“暖心沙”沙游体
验、互动游戏⋯⋯在平湖市当湖街
道启元社区，有一个建在居民家门
口的“心灵加油站”——“健心客
厅”。居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预约“健心菜单”服务，有专业
的心理顾问帮助家长解决养育孩
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嘉兴，“精神富有”已然成为
检验共同富裕程度、衡量人民幸福
指数的重要标尺：114 家企业文化
分馆丰盈着嘉兴职工的心灵；禾城
文化复兴行动有力实施；子城遗址
公园荣光再现，嘉兴文化艺术中心
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基础设施建成
开放；农村 15 分钟文化圈和城市
10分钟文化圈基本形成⋯⋯

一座城市的幸福，建立于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幸福的基
础之上。一个个有关发展、有关文
化、有关民生的字眼，背后都是一
个个用心打磨的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细枝末节”。嘉兴这
片炽热的红色土地正焕发出新时
代田园牧歌、诗画江南的美丽新
颜，将均衡富庶发展的名片愈擦愈
亮，展现着共同富裕更“典范”的社
会形态和幸福生活。

嘉兴：不负红船 不负人民

努力书写“幸福嘉”的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沈烨婷

嘉兴：不负红船 不负人民

努力书写“幸福嘉”的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沈烨婷

太浦河长白荡是嘉善和平湖的饮用水
水源地，也是上海金泽水库取水口所在地。
我们护水队每周都要对太浦河及长白荡水
源地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开展志愿巡查。

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揭牌，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成了一
家人。一家人不干两家事，护水也是一样。

今年，我们打算与吴江对接，进一步扩
大护水队规模，实现水源地三地共建、共
保、共治。让党群联动参与生态保护的举
措越来越实，让村里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朱梦媛
王洁 整理）

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嘉善县姚庄镇银水庙村
村民

潘根龙

有轨电车有轨电车

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

嘉绍大桥嘉绍大桥嘉绍大桥

嘉兴火车站嘉兴火车站

马家浜文化博物馆马家浜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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