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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共建
小山村成立物业服务公司

烈日下，建德更楼街道后塘村党总支书记高根
良揣着个小本本，走街串户，他在做个精细活：“把全
村236幢房子编上号，每栋房子里有多少个大学生、
多少个劳动力，在哪里上班、有哪些手艺全部登记造
册，编成一本村里的‘就业账本’。”

这本要赶在 7 月毕业季编完的“就业账本”，将
派上大用场。“村里成立了服务公司，一方面给企业
输送村里留守、闲置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想吸引

年轻人返乡，培养其成为管理人才。”高根良说。
因为村里有个工业园，园内38家企业曾在疫情

期间出现过招工难的问题，在更楼街道的指导下，后
塘村党总支与工业园区内企业组建了村企合作党建
联盟，推出“就业管理数字驾驶舱”平台，通过大数据
比对、匹配，安排对接村留守、闲散劳动力在园内企
业就业。

依托该模式，后塘村已帮助 120 多位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其中大多是50岁上下、就业困难人员，
同时为他们争取了养老金等保障。

从“就业”到“创业”，今年5月，承接园区企业各
项物业服务的“益企富”服务公司成立了，村企合作

有了2.0版本。短短1个多月，公司就承接了园区26
家公司的绿化、保洁、基础设施维护等 10 多项服务
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实现收入 30 余万元，真正走出
一条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和企业用工“三丰收”之路。

创客共建
老厂区里生长出文旅项目

距离后塘村不足3公里的更化社区，同样因“链
组党建”带来蜕变。

更化社区曾是更楼化工厂的生活区，具有浓厚
的上世纪 80 年代老县城风味。早在 2018 年，建德
市方顺和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汪芷伊就租下了这里
的房子，将其打造成游学基地。

不过，三年实践让汪芷伊发现，单打独斗难成气
候，合作抱团才是正确路径。“仅仅是参观体验，很难
吸引游客。”她说，“不过现在好了，更楼街道准备把
这块地方打造成一个创业创新基地。”

2021 年以来，更化社区将闲置宿舍、仓库等闲
置房屋进行重新改造，打造“轻创中心”，吸引了一批
流量短视频、品牌策划、文创设计、直播电商等轻型
创客企业入驻。同时与浙江科技学院等高校联动，
加快人才集聚，打造留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建立国际
留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暑期实践基地。

“我们和轻创客也是合作关系。”更楼街道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创客入驻免收两年房租，但要“背任
务”，“他们要把整个更化社区的文艺怀旧气息，通过
镜头、文字、设计海报等方式传播出去，把人引进来，
让产业活起来。”

一个依托老厂区生长出来的文创园区，已初步成
型。社区西边，一条合作街区正在打造中，很快，更楼
西瓜、桥岭地瓜等农特产品将直接送到这里，街区一角
的啤酒吧也有了初步设计方案，将成为网红打卡地。

为优化创客企业营商环境，更楼街道纪工委推
出了“亲清驿站”工作机制，开启涉企问题督办“直通
车”，企业发展环境越好，推动共同富裕越有力。

“以后这里就是更楼的文创、文旅中心。”街道相
关工作人员说，“带来的不仅是产业，更是百姓生活
的‘精神富有’。”

村村共建
创新合作化学院引领提升

以合作化模式，扩大产业规模、实现上下游产业
串联、延长产业链等的实践，在更楼各地生发。

湖岑畈村、甘溪村联合建设了蔬菜大棚、西红花
基地；骆村村、许乐村、石岭村在原花果沟规划基础
上建立起“一站式西瓜产业服务平台”的合作社，并
以“石岭西瓜”品牌统一对外营销；同时，农产品基地
联合以手工制作体验、生态旅游休闲为主题的砚然
谷、齿墨山庄等庄园，实现产业融合。

同时，更楼街道也在思考：怎样实现从点状发力
到全面联动开花？一个类似于“中央大脑”的合作化
学院呼之欲出。

“如果说单纯的各个村合作，是纵向的抱团，那
么合作化学院的开办，是在探索横向的学习、协作。”
更楼街道党工委书记游佩芝介绍，合作化学院将组
织开展互助互学，“在学院平台上，各村的资源、特色
将能得到更好的展示、协同，我们还将请专家来讲
课、培训，助力挖掘更多合作项目。”

据了解，更楼街道还将围绕当地产业特色，打造
共富基金以及“更有味”区域公用品牌，探索做好“合
作+治理”“合作+养老”“合作+民生”等更多“合
作+”文章，建强共富单元，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带
动当地增收、共富。

创新合作模式 放大链组效应

更楼街道：走好新时代合作发展之路
沈恒阳 吴佳妮

（图片由建德市更楼街道提供）

2022，是我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机制

创新年、改革探索年、成果展示年。

在杭州建德莲花镇，聚焦百姓“扩中”“提

低”与村集体经济增收致富的“戴农富”模式已

经迭代至3.0版本。

今年，以建德市“链组党建”工作为抓手，

“戴农富”被赋予更高使命，在助推强村富民、

带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莲花镇正通过创新体

制机制、链组产业发展要素，推进乡村片区化、

组团式发展，“力争走出一条‘货出去、人进来，

莲花人民富起来’的新道路。”莲花镇党委书记

李可大说。

问题导向谋创新
“戴农富”模式迭代3.0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彼时建德
乃至浙江境内的畜禽养殖大镇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从建德前往莲花镇的 330 国道道路蜿蜒，驾驶
感受如同这些年莲花镇的发展速度——不快。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不是一蹴而就的，高质量发
展没有捷径。节假日爆满的戴家村民宿、远近闻名
的九仙铁皮石斛基地、聚焦低收入农户的“戴农
富”⋯⋯尽管发展速度谈不上快，但探索变革的韧
劲，驱动莲花一路前行。

今年，建德市大力推进“链组党建”，全力助推强
村富民、带动共同富裕。以“链组党建”体制机制创
新为保障，莲花镇开启“戴农富”3.0模式。

梳理莲花镇“戴农富”发展历程与经验，每一次
变革升级，都是一次精准破题。

时间轴拨回2019年，莲花镇戴家村村民反映各
类村级工程、项目存在劳务派工不规范、项目用工监
管不到位问题。规范监管小微权力的初心，催生了

“戴农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莲花镇纪委全程监管与指导，规范了劳务服务

公司的流程与制度；全村卫生保洁、绿化管护等业务
落实端，均由戴家村低收入农户完成。

1.0版本的“戴农富”模式运行两年间，为村集体
节约资金 90 余万元，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30 余万
元，公司实现盈利约35万元。

“戴农富”模式在戴家村能见效，是否能复制到
全镇的其他村？破解全域低收入群体就业与村集体
经济增收难题。

2.0 版本的“戴农富”模式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
取暖。2021 年，莲花镇国资公司参股、全镇 6 个村
入股“戴农富”公司，并成立建德市“戴农富”乡村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农富”公司）与“戴农富”党
建联盟，通过开展小额工程劳务、农业规模化种植等
业务，当年实现营收200万元。

但全域入股的发展模式仍存在乡村资源挖掘不
充分、各村参与度不高等弊端。莲花镇要打响“戴农
富”品牌，村社“加进来”只是第一步，全员“动起来”
才是关键。

2022 年，莲花镇 3.0 版的“戴农富”被赋予更高

使命：在“链组党建”的引领下，“戴农富”模式成为莲
花镇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对此，“戴农富”公
司负责人、戴家村党委书记宋志红深感压力，却又充
满信心。

制度重塑，强化管理。4 月，莲花镇成立了“戴
农富”工作专班，在这里，莲花镇与“戴农富”公司共
同制定“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费用管理制
度，加强和改善公司经营管理。

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的蛋糕，才能激发村社参与
主动性。3.0 的“戴农富”模式既明确了考赛机制，
也进一步优化了利益联结机制。目前，3.0 版的“戴
农富”以“一村一项目”为考核要求，明确每个村具
体负责 1 个“戴农富”产业项目并形成可行性方
案。项目完成后，每个联盟单位将获得项目 20%利
润分红的额外奖励，剩余 80%收益由“戴农富”公司
进行利益分配，从而激励各村主体活力，构建“利益
共同体”。

串联资源补短板
高质量发展各尽其职

莲花村负责“戴农富”农业产业园项目，昴畈村
负责“戴农富”农博园项目，徐家村负责物业项目，齐
平村负责绿化保洁和旅游项目，林茶村负责农产品
开发项目，戴家村负责洗衣房项目。

对照莲花镇各村提交的“一村一项目”方案，3.0

版本“戴农富”涵盖的业务更加丰富，已经从原先保
洁绿化、花海管护等单一的劳务服务拓展至物业管
理、园林绿化施工、农业规模化种植及销售等业务。
对标莲花镇以农业产业为基础、打造一二三产融合
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目标，这些项目成为莲花镇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耕地面积最多的莲花村将目光投向补齐农业基
础链短板。2021 年以来，莲花村通过流转 300 余亩
闲置、抛荒农田，着手建设“戴农富”现代农业产业
园。

土地要素是基础，人才和现代技术是关键。今
年 4 月，莲花镇乡贤、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徐建龙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与“戴农富”
公司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在莲花村的高标准农田
里，目前已经种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16种高品质
特色早稻品种。

“这些早稻马上就能收割，最终我们会筛选出适
合本地种植的高产优质粳稻品种。”从无人问津的抛
荒地，到行业瞩目的标准地，谈及家门口的这片农
田，莲花村党委书记谢鸿清言语间掩饰不住兴奋与
期待。除了链接乡贤资源，在莲花镇的农业生产链
组上，还有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目前，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为莲花镇农业提供日常技术服务与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整体规划。

在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链上，今年，“戴农富”公司
和浙江菜妞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由“戴农富”公司购买和培育南瓜、辣椒、冬瓜等种
苗，省农科院提供种植过程规范化指导，免费分发给
300名农户种植，最后进行农产品保价收购，预计能
实现销售收入50万元，让农户转变成全产业链利益
的共享主体。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打造农文旅落地场景。这
些天，正在打造“戴农富”农博园的昴畈村党总支书
记许永法正积极对接旅行社和本地九仙石斛精品园
资源，计划将“戴农富”农博园基地与九仙石斛园等
旅游景点串点成线，推出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的乡
村游项目。未来，“戴农富”农博园也将与周边绿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文化礼堂等一起，被打造成
一个集观光农业、亲子研学、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农旅
融合基地。

抢抓共富机遇，深入探索共富机制性创新模
式。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莲花镇将继续以党建
为引领，迈入“强片拓面”新阶段。

“戴农富”机制创新 农文旅深度融合

莲花镇：以体制机制创新打开强村富民新局面
陆群安 周璐洋

这段时间，杭州建德市更楼街道好消息不断——

曾经的国营老厂更楼化工厂生活区，逐渐蜕变成文创、文旅空间；以农业为特色的张家村、

于合村交界处，330亩的草莓标准地修整一新，等待莓农“拎包入驻”；拥有工业园区的后塘村“村

企合作”再升级，一本全村村民的“就业账本”初步绘就。

每个好消息的背后，都离不开党建引领下的联动、协作，“产业延链强链补链”概念在这片广

袤乡土扎根生长。这是建德市推进“链组党建”后，更楼街道结合自身特点所落地的生动实践，

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溯源提升。

上世纪 50 年代，以更楼街道邓家乡为代表的广大乡村，组织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

了农民集体增产增收，邓家乡被誉为“合作化模范”。“如今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发展合作经济与

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天然的共通属性。”更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宋晓华说。

紧扣合作二字，建德更楼街道致力走出自己的共富路。

山水幽幽引客来 施正越 摄

智能大棚落地莲花 徐庚卿 摄智能大棚落地莲花 徐庚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