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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奋斗者说

白墙黛瓦、流水环抱，因明清古建
筑群闻名的镇海澥浦镇十七房村，成为
首批最美精品路线——“烟雨江南”精
品线上的一颗明珠，串起古镇、田园与
村落。刚刚打造完成的古镇风情环线
游步道，让这座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
又添了新韵味。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找到“桥”和
“船”。去年，宁波市基层党建工作会
议提出了“以党建联盟为路径促全域
共富”的全新要求。镇海区澥浦镇党
委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引领和
桥梁纽带作用，结合区域实际特点和
发展规划，以集中连片、党建联盟作为
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探寻共同富裕
新路径。

作为宁波中心城北部工业型综合
城镇，澥浦镇下辖的十七房、庙戴、沿
山、觉渡四村，长期以来存在发展不均
衡问题。如何发挥十七房村的引领带

动作用，让各村形成联动发展的格局？
今年 3 月，“古镇新韵”四村连片共同富
裕党建联盟揭牌，联盟总体发展规划、
首年度重点项目及助力共同富裕“红色
十条”同步发布。

“联盟通过党建联建共促、资源联
盘共用、环境联治共享、实事联议共商、
事业联创共推等方式，加快推进党建优
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助推美丽
乡村绿色发展，真正实现党建强、产业
兴、发展旺。”澥浦镇相关负责人说。

乡村要发展，头雁需提能。联盟
成立后，澥浦把党员“双培双管”与干
部统筹培育成长作为首年度重点项
目。20 对村干部跨村结对，打破了村
际的发展壁垒，形成了四村共建共谋、
互帮互助的连片发展格局，一系列乡
村发展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实现了
推广复制。

“这块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在

“精特亮”工程建设中，沿山路两侧的拆
建是难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跨村结
对的十七房村村委会副主任陆金德与
沿山村新任村委会委员陈君一起，对标
责任清单，一同下沉一线，最终完成了
这一“硬任务”。

党建引领的“一面旗”，也激活了产
业发展的“一盘棋”。

在十七房村，通过业态导入和升
级，一个古色古香的特色街区正在打
造；在庙戴村，一幢有 200 多套公寓的
公租房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为周边
工业区提供生活配套，也将为村集体带
来可观收益；在沿山村和觉渡村，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正谋划推进，未来，将依
托山水田园风光，导入乡创、民宿、农业
科普等农旅业态。

“依托大运河出海风情线和‘烟雨
江南’精品线等产业格局关联，我们将
统筹乡村发展资源力量，结合各村的优

势禀赋，整体规划，协同推进，形成集中
连片发展的新态势。”澥浦镇相关负责
人说。

在党建联盟的首批重点项目中，四
村连接道路“红色大纽带”正在推进
中。该项目总投资约 2300 万元，将对
兴浦路进行拓宽提升，建成后，四村连
片主入口形象将大幅提升，形成四村贯
通于一体的空间格局。

更多的变化正在谋划中。未来 5
年，澥浦将打造 5 条高质量发展示范
线、10 个共同富裕成果节点、50 个共同
富裕先锋典型，为高水平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区提供基层智慧、澥浦样板。

“以农文旅融合为依托，我们正做
深澥浦梦里水乡和历史古村的结合文
章，进一步挖掘和用好千年古镇的人文
禀赋，打造具有江南气质、古镇风韵、民
俗特色的人文澥浦，塑造活力新田园。”
澥浦镇相关负责人说。

镇海澥浦：连片发展重塑活力新田园
李 华 戴旭光

耕海牧渔，增收致富。（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图）

青山逶迤，海风徐徐；阡陌斑斓，瓜
果飘香。

背山面海，自然禀赋优越的鄞州瞻
岐，拥有 2.2 万亩耕地、6.5 万亩山林、
3800 亩养殖水塘、2 万亩近海海域，是
鄞州区农业资源最具优势的乡镇之
一。近年来，瞻岐依托山海资源优势和
渔业、水果产业基础，拓宽三农服务新
领域，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打造“奔
富”金钥匙，增色“三农”风景线。去年
底以全省最高分获评省级特色农业强
镇。

乡村振兴，首要是激发乡村产业发
展内生动力。瞻岐镇下辖 18 个村、社，
盛产紫菜、雪菜、对虾、茶叶、橘子等 30
余种农产品，可以前这些农产品却是

“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何全面提升农
产品的知名度，让这些瞻岐特色走出瞻
岐，冲出宁波，提高农户收入？2016 年
12 月，瞻岐大胆创新，建立鄞州区首个
镇级农合联，闯出了一个“抱团发展”的
瞻岐模式。这也成为我省首批示范性

乡镇农合联。
从最初成立的 7 家龙头企业发展

到现在的 78 家会员单位，从以前的“单
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瞻岐依托农
合联实现农产品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通过精心培育，已有农产品注册商标19
个，浙江省名牌农产品 1 个，宁波知名
水产品品牌 2 个，宁波市名牌农产品 1
个，打响了瞻岐农业品牌。也正是特色
品牌的加持，让越来越多的“瞻岐味道”
走出宁波，走向全国。如一而斋紫菜、
三丰鄞州雪菜曾荣获浙江省农博会金
奖，“甬茗大岭”牌绿茶被评为第 12 届
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同时，瞻岐加快农业转型增效，依
托山海资源优势和农耕历史文化内涵，
充分发挥农合联和实体公司平台作用，
打造“山海瞻岐”区域品牌，做强“两菜
一虾”“两果一茶”的特色产品和“瞻岐
小八鲜”品牌农业，挖掘旅游和民宿资
源，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举办“微旅小
镇·寻茶记”、蛏子节、橘子节等农事节

庆活动，着力建设“主导产业强、生态环
境美、农耕文化浓、农旅融合紧”的现代
农业特色强镇。

今年 5 月底的一场助农销售直播
更是受到 5 万余名粉丝追捧，当天直播
间货品共有 12 种，单品售价“亲民”，最
贵的红茶、绿茶也不过百元一盒，结果
销售额达3万元。

瞻岐的智慧农业远不止这些，这个
农业强镇正在下一步大棋。该镇计划
建设“现代农业创新大数据服务平台”，
通过综合汇总全国农业普查、经济普
查、人口普查等工作获取的本镇农业、
土地、涉农资产等各类数据，形成“一体
化”涉农相关信息数据库，为农户提供
精准化的农资供应、农业技术信息服
务。

同时，瞻岐还与浙江大学、宁波市
农业研究院等机构建立了产学研的深
度合作，借力杭甬经促会鄞州分会资源
优势，邀请省内外农业专家现场考察指
导，渔业、水果种养殖和加工新技术、新

手段、新产品的投用达到100%，加速了
农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金山谷基地、大岭农场基地自
动喷滴灌系统投入建设，椿霖水产机器
换人项目等各种“科技范儿”十足的农
业智能装备、智慧应用走向田间地头，
瞻岐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近日，
总投资约 8000 万元、总占地面积达 50
亩的瞻岐镇现代农业功能集合园初步
设计方案已经完成。建成后的园区，将
成为该镇打造现代农业的“新引擎”。

乡村要振兴，基础在交通。联通北
仑与鄞州的疏港高速瞻岐段有望于
2023 年底实现全面通车。瞻岐镇更是
不断加强农村公路、生态步道等基础设
施的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大力推进穿
咸线整治，对路面进行平整，对道路两
侧的农棚田舍开展清除行动，沿线面貌
焕然一新。同时，在“全域美丽”上下足
功夫，镇域面貌提档升级，使得瞻岐在
乡村振兴的大道中，走出一条绿色发
展、强村富民的特色农业路。

鄞州瞻岐：农合联改革闯出农业奔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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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之月，万物繁盛。走进宁波
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百亩荷塘
里，荷花随风摇曳、白鹭翩翩起舞；古
朴民居旁，道路干净整洁、看不到垃圾
桶；达人村景区内，农事体验项目吸引
不少游客，这个村里的农旅融合项目
已发展成“网红打卡点”⋯⋯乡村新貌
生机盎然。

从以前出了名的“落后村”，到国家
首批绿色村庄，再到国家首批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所在地，一系列的变
化，跟外漕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断
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分不开。如今
的外漕村，依托甬江智慧村居平台和江
北区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理交易系统，
创新基层“智治”（智慧治理）新模式，整
合查询、监督、反馈等功能，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数字治理”的意义何在？外漕村
党支部书记李根华对“智治”带来的便
利深有感触：村务、财务、党务（简称“三

务”）等公开内容一律上网，群众线上就
能查询、监督、咨询和投诉。

这两天，一位刚搬进外漕村租住的
租户没有做好垃圾分类，邻居就顺手拍
了张照片上传智慧村居平台，反映了这
个问题，外漕村微网格员接收到平台上
的问题后，马上联系房东，房东随即上
门，反复叮嘱租户一定要把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分开装，因为一旦在垃圾分类
入户检查时，每被评为一次不合格，房
东将被扣除 100 元股份分红。过去有
问题都要找村委会，现在人人都能通过
手机反映问题。

早在 2006 年，外漕村就实行了村
级事务公开，重大事务的决策运行由村
民代表表决并监督，重要事务的权力运
行要向村民通报，一般事务则由分管村
干部直接执行。2014 年，制定村级权
力清单；2015 年，出台村级环境自治条
例；2018 年，推进“村民说事”和小微权
力规范运行示范点建设⋯⋯现在，关于

村里党务、村务、财务的事，村民随时都
能“手上了解”。

伴随着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规矩”
出台，村民看到了村干部带领村庄发展
的诚意和决心，大家参与、配合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外漕村的发展也逐渐驶上

“快车道”。
利用地处城郊的地域优势，外漕村

建造村级物业 3.2 万平方米，引进工业
企业 20 余家；流转的土地先后引入了
达人村、巴蜀文化村等农旅项目，村里
农户以承包权入股了外漕股份经济合
作社。村级固定资产由 1995 年的 20
万元发展到 2863.95 万元，年可用资金
由 8 万余元增加到了如今的 663.4 万
元。

江北区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理交
易系统里的“五码应用”板块，让所有
村集体资产和外漕股份经济合作社股
东的详细信息都实现了“码”上查。75
岁的邵孝余是外漕村村民，也是外漕

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他能熟练地操
作手机随时扫码查询监督村集体和自
己的“钱袋子”情况，“去年我拿到的分
红 是 7680 元 ，相 当 于 多 了 一 笔 退 休
金。”

“好久没看电影了，家里老人行动
不方便，能就近安排一场吗？”昵称“花
花”的村民在甬江智慧村居平台上反
映。网格长在后台接受这条反映后，第
一时间汇报给了村委会，很快，好消息
来了，近期在外漕村文化礼堂将会放映
电影。

在外漕村，村民可以直接用手机线
上发言，家门口出现垃圾堆或者路堵
了，拍张照就能搞定，不会打字也没关
系，能语音输入，人人都是网格员、人人
可报身边事，反映的问题会及时由网格
长转给相关责任单位，有效增强服务群
众的针对性。截至目前，村民已全部在
智慧村居平台注册，反映的 100 余件问
题均已处置完毕。

江北甬江：“数字治理”助力乡村智治
段琼蕾 罗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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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华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途径之一。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
近年来，澥浦镇以农文旅融合为特色，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宁波市“精特亮”上多个节点布局澥
浦镇域内，展现了现代化美丽乡村的秀
丽风光和发展风貌。在共同富裕先行
的实践道路上，澥浦镇将聚焦三个“赋”
字做文章，高质量走好物质富裕、精神
富足、环境富美的共富之路，持续绘就
乡村振兴的动人美景。

坚持产业赋能，激发“物质富裕”的
振兴驱动力。乡村旺，旺在产业。推动
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产业发
展，坚持规划先行、项目带动、连片布
局，推进产城融合提升和城市田园区规
划项目建设，盘活产业空间资源，优化

产业结构层次，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
础，壮大乡村振兴的硬核实力。

坚持文化赋魂，展现“精神富足”的
田间精气神。乡村兴，兴在文化。澥浦
建镇历史悠久，人文底蕴厚重，非遗文
化众多，要用好文脉积淀的宝贵财富，
将澥浦船鼓、澥浦农民画等优秀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乡村振兴发展有机融合，以
文化人、以文铸魂，用“文化自信”增添
发展成色。

坚持生态赋形，打造“环境富美”的
乡村风景线。乡村美，美在生态。要始
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
不移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持续深化“非粮化”整治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扮靓镇域内环城水系，并打造古
镇风情环线游步道等沿线景观，护景于
镇、还景于民，村景融合，和美发展，以
生态的靓丽底色擦亮乡村的振兴成色。

访镇海区澥浦镇党委书记卢伟

走好“三赋”之路
绘就“三富”美景

王 波

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
之路。近年来，具有千年历史的瞻岐镇
不断强健山海基因，厚植产业动能，加
速产城融合，撑起现代农业新脊梁，以
全省第一的成绩荣获“省级特色农业强
镇”称号，一笔勾勒全域共美的旖旎长
卷。在共同富裕先行的实践道路上，瞻
岐镇将强化特色农业品牌和农旅项目
建设，推进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
将歌山画水的美丽田园绘成共富共美、
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向海图强，让“蓝湾产业”蓬勃发
展。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点。推动
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把“蓝湾产业”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鲜明
特色，在发展渔业、果业等优势产业的
同时，注重加强上下游产业联动，建设

大平台、引进大项目，形成优质项目大
量落地、产业链条企业加速集聚、产品
质量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以农塑旅，让美丽经济风生水起。
乡村振兴，关键在富民。要立足瞻岐山
海资源异禀和文化根脉，着眼现代农旅
产业链，整合盘活闲置用地，做精做深
瞻岐味道、瞻岐品牌，走出一条富民强
村、具有瞻岐特色的农村创新创业发展
之路，锻造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幸福
成色。

点 绿 成 金 ，让 富 美 人 家 焕 彩 更
新 。 乡 村 振 兴 ，要 全 域 擦 亮 生 态 底
色。瞻岐镇持续深化“两非”整治，加
强水域治理，把绿色作为瞻岐最浓本
色，推动产业与生态、城镇与乡村融合
发展。“宜居、宜业、宜游”于一体“三
宜”联动建设“美丽乡村”，展现出百村
百姿的美丽图景。

访鄞州区副区长、瞻岐镇党委书记陈启

发展“蓝湾”特色现代农业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段琼蕾

外漕村是江北区最早探索民主治
村、村民自治的村庄。27 年来，该村不
断深化“村规民约+党员村民代表联户
章程、‘小微权力’章程+党内首议会、

‘三务’审查会、民意评议会”的“一约二
章三会”村民自治模式，打造“村民说
事”样板，实现了“村和万事兴”。可以
说，乡村善治就是外漕村焕然一新的基
石。

如今，外漕村的做法已在甬江街道
北郊片区其他村庄推广。北郊片区地
处宁波近郊，下辖畈里塘、夏家、河西、
外漕、河东 5 个建制村，按照“资源整
合”片区组团的发展路径，甬江街道着
力发挥北郊片区区位优势，整合农田、
村级物业、闲置宅基地等资源，培育以
农旅休闲、文化体验为核心的都市休闲

产业集群，建设“都市花园”休闲区。
为此，甬江街道设立“北郊大党

委”，村企组团，兴产业、惠民生，实现区
域内产业转型和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对北郊片区的2600多亩土地进行
集中流转，拆除了近4万平方米的农业
设施用房，天蓝田净、白鹭齐飞的田园
景象在北郊重现，也由此吸引了田园综
合体达人村和巴蜀文化村等项目，实现
了畈里塘村、外漕村的村级集体资产增
值，促进村民增收。

今年，该街道将紧扣“党委领导、片
区下沉、统分结合、民主协商”16 字方
针，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争做基
层治理“排头兵”。为“数据跑路”拓展
场景，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大力建设
整体智治、协同高效的“智慧甬江”，深
入打造“智慧村居”互动平台，进一步以
数字赋能“智变”撬动乡村治理“质变”。

访江北区甬江街道党工委书记陶俊

乡村善治赋能振兴

甬江街道外漕村荷田连绵甬江街道外漕村荷田连绵，，引人入胜引人入胜。（。（甬江街道供图甬江街道供图））

古色古香的澥浦镇十七房村古色古香的澥浦镇十七房村（（澥浦镇供图澥浦镇供图））

瞻岐镇农合联以瞻岐镇农合联以““橘橘””为媒为媒，，拉动产业发展拉动产业发展。（。（瞻岐镇供图瞻岐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