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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奋斗者说

同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竞渡精神，
是“中国龙舟文化之乡”鄞州区云龙镇
的灵魂。

云龙镇是国家一级文物“羽人竞
渡”纹铜钺的出土地，有着 2000 多年的
龙舟竞渡历史。每年端午前后，云龙镇
长山江上，龙舟竞渡百舸争流。

在云龙，龙舟竞渡并不只是简简单
单的地方民俗或赛事，早已融入每一位
云龙人的血脉。从“竞渡争先”到“共富
引领”，“竞渡”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词，
以党建竞领为核心，一体推进发展竞
优、民生竞好，一桨千年赛出了乡村治
理新路径。

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党建竞领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抓手”和“红色
引擎”。

在云龙村的 2 个基础网格、7 个微
网格内，随时可见网格长及网格志愿者
在进行文明巡查，“随手拍问题，及时传
平台，点对点通知，回头看整改”成了一
种习惯，网格化治理下的云龙村村貌常
新，乡村治理成效尽显。

针对基层治理多方合力不强、统筹
协同不足等问题，云龙镇把组织建在网
格上，把党员嵌在网格内；与 21 家区级
单位共建“竞渡”党建联盟，把资源聚在
联盟里；依托“基层智治平台”“365村智
管家”等数智平台，创新“一格一码”，形
成党建竞领、全员共治的新局面。

甲村新村拔地而起、任新村联户
自建、荻江菜场开工动土⋯⋯一幅工
业特色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的蓝图正
在加速展开，云龙镇持续将党建统领
优势转化为整体发展优势，化产业势
能为经济动能，让全镇面貌好起来、集
体经济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各
村社“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瞄准有规
模优势、有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整合
村社企资源，在发展竞优中不断壮大
集体经济：上李家村改造 1.5 万平方米
厂房屋顶引入光伏发电产业，村集体
年增收 120 万元；云龙村携手十方商业
加速牧云项目招商引资，已引进 11 家
文创产业入驻；甲村通过乡贤助力艺
术 振 兴 ，打 造 5500 平 方 米 乡 村 美 术

馆；前徐村、陈黄村引入易中禾、芳华
鲜切花等规上农业项目，带动周边 130
户村民共同增收⋯⋯

近日，云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对一
水泥厂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多部门专
业执法人员分工明确，迅速瞄准各领域
切入点，快速形成统一执法意见。这次

“一次检查、全面体检”的查处，得益于
“大综合一体化”联合执法的优势。着
眼凝聚“一支队伍管执法”合力，云龙镇
成立综合执法队党支部，全力构建平安
和谐云龙，为民生“竞”好添砖加瓦。为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云龙
镇以公共服务提标提质回应群众的“急
难愁盼”，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推
动“水乡文化”与“龙舟文化”、“农业文
化”与“原创文化”相互融合，打造 30 公
里沿河风光带与 4800 亩农业公园，让
人居环境更美更宜居；全面提升党群服
务中心工作效能，依托党建联盟广泛发
动社会组织、公益团队参与村社基层治
理，“百老卉”众筹微治、“妈妈帮帮团”
婴幼儿照护等民生服务项目百花齐放。

以“党风带民风”共创村庄“好乡
情”，“五小工作法”创造了陈黄村 25 年

“零违建、零上访、矛盾零上交”的“三
零”业绩；以“民约规民行”共育村庄“好
乡风”，上李家村“德治双清单”将德治
刻在群众心中；以“数智领自治”共建村
庄“好乡景”，冠英村试点打造“掌上治
村”全域数字化协同治理场景；以“结对
促共富”共享村庄“好乡韵”，云龙村与
区新联会在全区首创“挂职村主任”铺
就共同富裕底色。各联盟单位开展村
社治理竞技赛，亮成绩、比差距、拼干
劲、找差距。

如今，云龙镇赛出了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乡镇，创建国家级文明村 1 个、省
级文明村 3 个。以“竞渡”为核心的“领
云志”志愿服务联盟注册志愿者近两万
人，微型“志愿之城”已现雏形，“龙舟接
亲”“龙舟护河”成为镇域美丽风景。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云龙镇积极
发扬“竞渡”精神，团结奋进促发展，在
深化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破浪前行。

鄞州云龙：竞渡争流，推动乡村振兴乘风破浪
仇 欢 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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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厌倦了忙碌和喧嚣，总该为自
己留些自由的空隙。从象山城区出发，
驱车 30 多公里，便可到象山最南端，一
座连时光亦可变慢的海岛乡镇——高
塘岛乡。在这里，你可以慵懒地坐在那
片被称为“天作而成”的卵石滩上，任凭
海浪抚摸双脚；在这里，你可以肆意奔
跑在那块全省唯一的手工晒制盐田上，
任凭脚下的“盐花”步步绽放⋯⋯

近年来，高塘岛乡坚决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挖潜得
天独厚的海岛生态资源，提速建设“独
具海岛特色、彰显海岛风情”的大美海
岛新场景，走好共富路，奋力打造“生态
绿”“经济红”“幸福蓝”等海岛振兴金
名片。

2016 年，花岙岛生态岛礁建设工
程被列为宁波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重点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岛体整治与
修复、生态旅游和文化保护建设、珍惜
濒危和特有物种及生境保护、海洋监视

监测站点建设、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五大
项工程。经过 4 年的努力，花岙岛交通
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人工补沙重现美丽
沙摊，临海栈道和林中步道串起了海岛
生态线，“亿年石林、万年大佛、千年古
樟、百年苍水”的神奇花岙被不断开发
激活。青创团队“泥鳅部落”入驻花岙，
累计投资 700 余万元，流转岛民旧屋，
建设主题餐厅“花岙渔夫”和帐篷民宿

“泥鳅部落”，结合盐场、滩涂，奏响海岛
休闲新乐曲。总投资 1 亿元的七彩芸
苔田园综合体项目落户花岙，计划打造
以“浙油 80”高油酸油菜良种繁育为农
业主导产业，融合“蓝色天空花海”旅
游、农业劳动教育基地，形成农业产业、
旅游产业、教育产业相互融合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和农文旅结合的海岛公园新
业态，目前项目已培育种植七彩油菜
700 余亩，海风轻柔、油菜摇曳，最是

“花种蓝海、海上生花”的生动写照。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一村美”

到“全域美”。近年来，高塘岛乡全力做好
乡村风貌提升，从“美丽集镇”到“新时代
美丽乡村示范乡镇”“美丽城镇”，高塘岛
全乡18个行政村村庄风貌整治提升全部
完成，市级示范村、县级特色村、美丽庭院
示范村精品村不断创建，2021年，高塘岛
乡全面推进以整岛为单位、道路为脉络、
村庄为节点、网格为载体，构建生态修复、
卫生整治、景观提升三位一体的海岛全域
美丽建设体系，成功创建国家级卫生乡
镇，有效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高塘岛
正以肉眼可见的变化迭代更新美丽。

全域秀美，美在“面子”，重在“里
子”。高塘岛乡注重发挥“党建微网格”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平台相融
效应，贯彻执行“乡发动—村召集—组
落实”工作方针，突出乡村联动协同，构
建上下联动格局，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攻坚行动，让“红马甲”“紫背心”

“黄草帽”成为穿梭在集镇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公园庭院等整

治区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聚焦数字
改革之效，谋划数智赋能，通过小手拉
大手、文明啄木鸟等行动，让“隐藏垃
圾”在“仙源高塘”微信平台无处遁形，
倒逼各行政村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营造

“有督查、有整改、有反馈”齐抓共管的
良性格局，形成了“长治久美”的格局。

生逢其时、奋斗当时，让老百姓的
“钱袋子”鼓起来始终是头等大事。高
塘岛乡以文旅融合为理念，以生态资源
为“打底招牌”，赋予产业兴旺更深层的
动力。当下，该乡正充分挖掘海岛潜
力，盘活资源，全力推进美丽海岛建
设。深挖花岙大塘里闲置用房、金高椅
粮站、花岙盐场等优质资源，全面发展
民宿产业；系统谋划旅游大道特色型、
沿石三线产业特色型及林港、金高椅渔
村特色型、花岙岛全岛特色型等全域布
局，建成海上仙源乡村振兴示范带，迈
向具有海岛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打造

“长三角生态休闲宜居花园岛”。

象山高塘岛：打造海岛花园“大美”新场景
仇 欢 俞 笠

王 波

作为“中国龙舟之乡”，面对乡村
振兴这篇大文章，云龙不断弘扬同舟
共济、奋楫争先的龙舟“竞渡”精神，牢
牢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党建要竞领。作为市“基层
治 理 提 升 年 ”试 点 ，云 龙 系 统 加 强

“141”体系下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全
镇新建 71 个网格党组织，选派村社两
委班子中的党员骨干担任党组织负责
人并兼任网格长，优先培养一支“懂产
业、爱乡村、爱村民”的主职后备干部；
并与 21 家区级单位共建“竞渡”党建
联盟，借海扬帆资源共享；同步增强
镇、村、网格三级治理数字化，配备“基
层智治平台”“365 村智管家”，创新

“一格一码”有效赋能党组织治理新动
能。

二是发展要竞优。将党建竞领优
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坚持大考
大战大练兵，今年全镇 10 大征迁项目
目前签约率已达 97.9%，为 30.69 万平

方米“拔钉清零”任务基本奠定胜局；
总投资 27 亿元，总建筑面积 53.8 万平
方米的新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在推
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积极整
合村社企资源，相继引入光伏发电、乡
村艺术馆、十方文创等项目开辟艺术
点亮乡村发展新路径。

三是民生要竞好。以公共服务提
标提质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
织密交通网，加速新云龙中学、新中心
菜场等重大民生项目建设，推动“水乡
文化”与“龙舟文化”、“农业文化”与

“原创文化”相互融合，打造 30 公里沿
河风光带与 4800 亩农业公园，让人居
环境更美更宜居。与此同时，提升党
群服务中心工作效能，推动 31 名执法
队员、2000 余名网格力量、1.3 万名志
愿者进网入格服务，努力提升群众的
安全感、参与感与幸福感。

云龙将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奋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
局，以强大合力为乡村全面振兴保驾
护航。

访鄞州区云龙镇党委书记阮锴

聚焦三“竞”振兴乡村

仇 欢 应 磊

高塘岛乡坚持以乡村振兴建设为
抓手，落实全域美丽，深挖生态资源，
加快产业发展，聚力实现海岛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富之路不断前行。
持续写好“蓝色海湾”生态岛礁修复的
后半篇文章，推进海岛底色靓化。深
入挖掘山、海、林、田等自然资源优势，
围绕“海上花园、渔港旅游、生态地质、
长寿人文、非遗传承”等主题，讲好岛
上“仙”事，激活旅游“源”动力。

精准实施“四岛联建”，建设长三
角生态休闲宜居花园岛。加快建设休
闲度假岛，依托独特资源禀赋，推进国

家级公园建设，全力打造生态环境优、
海岛风情浓、旅游品质好的长三角知
名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绿
色农渔岛，因地制宜招引、培育、布局
绿色产业，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打响“红美人”等特色农业品牌。加快
建设生态养生岛，大力推进海洋环境
整治、海岛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积极探索“康养+乡村旅游”，打通
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换通道。加快
建设幸福人文岛，全面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推进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访象山县高塘岛乡党委书记项跃波

落实全域美丽、深挖生态
资源、加快产业发展

调研手记

“龙舟竞渡”民俗活动，是云龙镇团结奋进谋发展的重要载体。 管光金 摄“龙舟竞渡”民俗活动，是云龙镇团结奋进谋发展的重要载体。 管光金 摄

青瓦白墙，青石板路，夏日的方家
河头村，有种别样的清雅韵致。作为慈
溪两个“特色街区”之一，方家河头村在
保留古村拙朴、自然风格的基础上，将
新兴文旅业态植入与古村空间改造同
步推进，不仅引来越来越多观光客打
卡，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创业就
业机会。

集成合力，乘势而上。古村的嬗变，
是慈溪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山镇）抢
抓新机遇、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富美小城
市的一个缩影。结合翠屏山文旅融合
区、杭甬高速复线、宁波至慈溪城际铁
路、杭州湾跨海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
设，龙山以“精特亮”创建、国土空间整治
等大项目为主抓手，完善配套设施、统筹
业态布局、释放发展潜力，加快撬动从颜

值美丽到功能提级的乡村全面振兴。
翠屏山片区作为宁波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的中央公园，拥有发展文旅的巨
大潜力。龙山涉及翠屏山片区规划范
围 47.91 平方公里，其中涉中央公园范
围 35.11 平方公里。眼下，宁波至慈溪
市域（郊）铁路龙山站点建设已紧锣密
鼓开启前期对接工作，老 329 国道空间
龙山样板段（慈甬边界—龙山立交）、长
邱线延伸段二期等加快建设。通过推
进基建项目和村庄梳理式改造，龙山积
极打造中央公园北侧公交门户，强化片
区连接力。

以“精特亮”创建为契机，龙山精准
定位、精巧设计、精心落实、精致优化，串
珠成链撬动城乡面貌再优化。山下小
学、万顺酱油厂旧址改造，三北轮埠码头

景观节点、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立足地方特色，龙山民国风情一条街等

“精特亮”项目加快推进。截至 6 月，龙
山工商旅融合发展线和山下村民国风情
街分别完成投资 1244.5 万元、232.5 万
元,亮点工程累计投入12240万元。

聚势赋能，助力发展。以大规划、
大项目为引领，龙山全域 20 余个村落
的发展动能被充分激活。古韵秘色瓷
文旅精品线（龙山段）沿线，筋竹村和东
门外村村级工业园区改造提升大提
速。方家河头村积极引入非遗展示、农
学体验等新业态，年游客总数从原先的
40 多万人次增长到去年的 60 多万人
次。依托翠屏山片区规划发展，各村也
纷纷找寻到新“风口”。“我们打算请民
间工匠将村民闲置用房改造成主题民

宿，促进休闲农业与文旅协调发展。”作
为组团样板的徐福片区负责人介绍。

抢抓新机遇，离不开资源要素的优
化互补。龙山以“片区组团+党建结
亲+飞地抱团”“党建引领+产业联动+
股份分红”的发展模式，探索建立经济
薄弱村以用地指标或自筹资金入股的
利益链接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
展。全镇今年排定各片区组团重点项
目28个，总计划投资约1.19亿元。

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是实现人的
现代化。今年，龙山镇将镇域卡通形象

“滨滨”和“浙江有礼”的“有礼”结合，打
造“滨滨有礼”全域文明新实践品牌。
目前,该镇文明村覆盖率达到 96%，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实现全覆盖，基层治
理能力不断跃升。

慈溪龙山：聚势赋能锻造现代化富美小城市
翁云骞

翁云骞

滨海经济开发区（龙山镇）是慈
溪“东融宁波、北承上海”的前沿阵
地，也是宁波都市圈向北融入长三角
和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版图的重要节
点。眼下，翠屏山大景区、杭甬高速
复线、宁波至慈溪城际铁路、杭州湾
跨海铁路等重大工程正加快规划建
设，龙山积极借势借力，找坐标、选方
位、瞄靶心，广袤乡村的发展潜力充
分释放。

资源整合搭建项目。依托天然地
域优势，龙山在充分整合区镇政治、人
文、历史、经济等优质资源的基础上，
将“精特亮”创建与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相结合，精心谋划排定具有本土特色
的“精特亮”创建工程。今年排定建设

项目16个，总投入约6870万元（不含企
业投资）。

集成合力提升改造。立足本土实
际及区域特色，龙山坚持全方位集成
合力、全线式改造提升、全区域协同
联动，高品质打造精品项目。力抓沿
线景观节点打造、绿化及附属设施提
升等项目，对沿线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整治、设施用房改造提升，对重要道
口进行拓宽亮化，营造洁净靓丽的风
景线。

聚势赋能共富共美。龙山将“精
特亮”创建与美丽城镇建设等工作相
融合，积极培育生态经济新引擎，把区
镇丰富的生态及文旅资源优势转换为
发展优势，切实增强“精特亮”创建带
动沿线整体发展的综合效应，打造“珠
链式”风景线和“共富共美”发展线。

乡村振兴
要善于借势借力

国家级非遗项目——海盐晒制技艺，是高塘岛乡特色文化品牌。 李学文 摄

龙山镇打造“秀美”窖湖环线旅游景观（龙山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