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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秀洲区“泱泱秀水”音乐舞蹈诗巡
演在各镇（街道）文化礼堂精彩上演，让更多
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让文化成为秀
洲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特色的标识。

秀洲区传媒中心供图

日前，嘉善县天凝镇天凝社区微网
格长王龙生在网格走访时，金水湾住户
老方向其反映市民广场及兴贤路边上
好几棵银杏树因连日高温快枯死了。
了解情况后，王龙生第一时间通过“浙
里网格连心”平台将问题上报，绿化养
护单位接到镇里通知后，每天早晚都对
银杏树进行浇水。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社。自
“浙里网格连心”平台启动以来，天凝镇结

合本地实际，科学划定了73个网格和722
微网格，科学配置“1+3+N”网格力量，共
有73个网格长、73名专职网格员、59名兼
职网格员、68名网格包联指导员以及722
名微网格长、25名村社平安书记（主任）等
力量完善组织架构，并通过“浙里网格连
心”平台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有 5 位独居老人行动不便，需要
提供居家照料服务。”近日，洪溪社区第
一网格网格长方孙华依托“浙里网格连

心”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辣妈宝贝暖心
社在线认领，每月定期派人到居家照料
服务中心为老年人开展理发等公益服
务。

“需要15名志愿者。”三店村党支部
书记秦永嘉依托“浙里网格连心”平台发
起“出租房安全隐患排查”的集结任务，
短短二十几分钟 15 个志愿名额就满
了。“接任务还要拼手速，通过‘浙里网格
连心’招募既快又省事。”秦永嘉说。

近年来，天凝镇以“浙里网格连心”
平台为抓手，不断深化新时代“网格连
心、组团服务”工作机制。网格长、专职
网格员、微网格长等通过走村入户，了
解群众的实际困难，收集诉求，并及时
通过平台发起需求，借助社会组织及相
关部门的专业力量参与处理，确保群众
的“急难愁盼”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
应，切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架
起了党群之间的“连心桥”。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邱丽娟

近日，在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的
“菱距离”直播基地，一场热火朝天的线
上直播正在进行，南湖菱、火龙果、葡
萄、水蜜桃等新鲜时令果蔬跃然于镜头
前，随着主播滔滔不绝地介绍油车港镇
的特色农产品，一笔笔订单发往全国
各地。

今年以来，油车港镇打造特色“菱”
里共富联盟，以“村企党建联盟+合作
社”的构建模式，建立起“党建联合体+
产业联合体”的党建引领致富联合体、
纪委监察办监督保障发展新模式，整合
各领域各行业资源要素，打造产村融合

新格局，实现农户“家门口”就业增收，
为强村富民注入红色新动能。

南湖菱作为油车港镇特色农产品，
是唯一以“南湖”命名的特色农产品，也
是嘉兴最著名的地方标志性农产品之
一。对此，油车港镇深挖菱优势，依托
12000 平方米南湖菱菱种生产基地，以

“1+N”村企联合的党建联盟共富模式，
盘活南湖菱原产基地优势。

成立“1 个经济实体”，影响带动
“N”个致富群众，“1+N”共富党建联盟
通过合作社与嘉兴市农科院合作，把基
地、菱农联结起来，投入 400 万元，共同

打造 12000 平方米南湖菱菱种生产基
地，年可生产菱种 9000 千克，可直接供
应 900 亩的生产能力，成为全市唯一专
业的南湖菱菱种生产和供应基地。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南湖菱产业，
油车港镇通过成立合作社把基地、菱
农连结起来，为南湖菱生产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形成“合作社+基地+
农户”产销一条龙服务的模式。南湖
菱种植面积从原先 2500 亩年产 2000
吨，发展到如今的 3000 亩年产达 2500
吨。同时探索实践种菱与养鱼相结
合、大棚种植等模式，使单位面积水体

产出效益增长 40%以上，实现就业 176
人，总收入 4200 万元以上。延伸产业
链，与“真真老老”共同研发了高端传
人粽系列南湖菱粽子，带动年销售额
增长 10%。

如今，油车港镇正在积极建设胜丰
未来乡村项目工程，打造秀洲区廉政农
民画教育基地、菱文化馆、南湖菱观光
农业红廉乐游线，在千亩荡开辟南湖菱
特色种植区网红打卡点，举办南湖菱文
化节，每年吸引大批游客，促进旅游消
费，持续带动油车港旅游业和区域三产
的发展。

做足“菱”文章 腰包鼓起来
曹丽丽

今年嘉善县姚庄镇乡村振兴公司
投入 150 万元，新引进了智能化易损
水果品质检测与分级生产线，并向果
农免费开放使用。据悉，近年来，姚
庄黄桃面临着种植标准化管理欠缺、
生产操作不规范等“烦恼”，标准化、
智能化、融合化成为姚庄破题的关键
所在。

“原先做检测基本是按照分量和
外观对黄桃进行分类，如果要检测甜
度就只能进行有损检测，检测后的黄
桃无法售卖，如今有了智能化设备的
助力，黄桃‘内外’并检无损分拣，这让

优质姚庄黄桃卖起来底气十足，有了
更大的议价空间。”姚庄镇北鹤村村委
会副主任吴金权表示。

以嘉善县姚庄北鹤乡村振兴开发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今年对分拣
好的黄桃进行了提价，其中精品黄桃，
即分量在 7 两以上、甜度超过 13°的
黄桃礼盒，每箱可以卖到 80 元，而去年
因为无法对甜度进行精准区分，所以
同样的礼盒只卖 70 元。“明年还将筹划
百元黄桃，只要品质有保障，我们不怕
没市场。”吴金权说。

在百万选果机以智能化助力姚庄

黄桃销售的同时，农文旅的深度融合
也让姚庄黄桃不愁销路。“老金，你家
黄桃还有没有，我这边准备再要 100
来箱。”这两天，五彩姚庄田园综合体
负责人余加森联系最多的就是果农金
明昌。

因为品质好，没几天时间余加森
几乎就把金明昌的“底”掏空了，帮他
销了 300 多箱黄桃。

来姚庄 3 年，每年的 7 至 8 月，余加
森就会多一份兼职，那就是卖黄桃。“今
年我们还首次将精品黄桃和五彩姚庄
的门票捆绑销售，效果很不错，短短几

天就卖出了1000多份。”余加森说。
据悉，近年来，姚庄以北鹤村附近

种植的 500 亩黄桃作为“试验田”，探
索开展黄桃种植标准化管理；与农科
院质标所开展合作，制定黄桃种植相
关标准；把种植户纳入农业标准化信
息服务平台，实现全过程溯源；与五彩
姚庄田园综合体签订黄桃品牌化运营
战 略 合 作 ，推 动 农 文 旅 产 业 深 度 融
合。“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快黄
桃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建设步
伐，让果农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姚庄
镇副镇长郑加明说。

特色农业升级 黄桃变身“黄金果”
陆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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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社区一个人就兼了七八
个条线，常常忙得团团转。这次按照要
求，我们社区工作者队伍壮大了不少，
人多好办事，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人手不
足的问题了！”海盐县武原街道南门社
区党委书记潘蕾说。南门社区作为融
合型大社区大单元，按照“每万名城镇
常住人口不少于 18 名社区工作者”的
标准优先配备到位。

自 2019 年秦山核电社区并入南门
社区以来，企地融合一直是社区工作的
重点。深化社区“大党委”机制，并下派
书记助理赴社区驻点办公，打造在党建

统领下，企地居民相融合，企地党建相
融入，企地资源相融通，实现邻里和睦、
生活和美、社区和谐的“三融三和 企地
共建”品牌。

“除了核电社区，我们社区有老旧
楼房多、老年居民多、出租房多‘三个
多’，存在基础设施老化、人员信息排摸
不及时等问题，现代社区建设为我们解
决这些问题指明了方向。”潘蕾说。

南门社区结合实际，做深企地融合
文章，针对治理短板，制定了融合型大
社区大单元破难行动方案，建立“1+5+
N”治理模式。搭建“1”个“大党委”协

同治理平台，推进组织共建、事务共商、
活动共办、基层共治、资源共享“5”项机
制，延伸“N”个联动载体。今年以来，南
门社区联合 10 个社区“大党委”委员单
位，完成 6 个契约化党建包联项目，为
居民群众提供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反诈
宣传等服务。

“我首先要做的是摸清网格内的
各项底数，特别是要了解居民关注度
比较高的问题。”吕佳斌是今年 7 月刚
刚到岗的社区专职网格员，他在网格
长的带领下，迅速进入角色，上岗第一
天便来到核电新村走访居民，排摸人

员情况。南门社区不断深化网格治
理，在优化调整网格、微网格设置的基
础上，强化网格治理力量配备。除了
网格长、专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等专
业力量，社区还积极发动居民特别是
核电退休员工参与网格治理，组建了

“银晖”服务队、老兵志愿服务队、“巧
手慧心阿姨帮”等网格服务团队，建立
了集“家门口的老年大学”、老年食堂、
阳光议事厅、智慧医养综合服务平台
等于一体的特色服务矩阵，以企地共
建，实现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统筹推
进现代社区建设。

推进企地共融 共建现代社区
韩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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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贇俞

“顾大伯，又来照顾王阿婆啊？来，
今天的健康码和行程码还是要看看
哦。”近日，嘉善县西塘镇鸦鹊村云田岸
防疫值守卡点旁，志愿者陈振平一边跟
从河对岸江苏过来的顾贤杰打招呼，一
遍仔细查看着他的手机。

作为浙江北大门，西塘鸦鹊村与江
苏伟明村隔河相望，两个村子人员流动
频繁。自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生
态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三地五镇联
合实施“城镇圈”工作模式，鸦鹊村与伟
明村联合成立了疫情防控值守卡点，分
别由鸦鹊村和伟明村派出2名志愿者，
共同完成“守小门”工作，节约防疫成本
的同时大大提升了过往人员通行速度。

除此以外，作为“城镇圈”轮值单

位，去年以来，西塘镇还坚持与毗邻四
镇活动联办、人才联育、治理联动、实事
联办，取得了一系列工作实效，总结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毗邻工作经验，有
力提升当地协同共治水平。

第一时间成立三地五镇青年干部
“优苗联盟”，在防疫、防洪、巡河等一线
工作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也多次出现了
毗邻村庄联合抗灾、勠力同行的场景。
率先建成长三角首个 5G 升级版“智慧
健康屋”，并以此为试点，探索出了县域
内外首诊、转诊和会诊的三级跨域分级
诊疗工作模式；坚持文旅融合，开通了
西塘——黎里跨省直达公交线路，打通
省级断头路；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嘉善西
塘小学和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嘉善县第
三中学相继揭牌，实现三地教育工作同
频共振，打造“教育一体化名片”。

毗邻治理 共破难题

周 懿 谭心仪

近日，在海盐秦山核电科技馆内，
伴随着“讲两约·话共富，赛出邻里新亮
点”秦山街道第二届村（社区）“睦邻两
约”故事擂台赛，秦山街道“和谐自治标
杆区”试点正式启动。

以约共治，助推城乡社区微治理，
“睦邻两约”故事擂台赛上，来自秦山街
道12个村（社区）的基层工作者通过小
品、三句半、快板、朗诵等形式，多维度
深层次展现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在实现
基层群众自治、创新社区治理的实效，
为“和谐自治标杆区”试点工作打响了
第一枪。“和谐自治标杆区”试点任务主
要有4大项：党建统领的高效能治理先
行，集成融合的高品质服务先行，和谐
有序的高质量自治先行，群众有感的高

标准智治先行。
去年，嘉兴市被省民政厅确定为全

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重大改革创新
“和谐自治标杆区”建设试点市，也是全
省唯一一个地级市试点单位。为高质量
推动标杆区建设试点工作，今年5月，嘉
兴市确定了4个“和谐自治标杆区”建设
专项创新改革项目试点（镇）街道。作为
海盐县唯一入选试点街道，近年来，秦山
街道不断建立健全政治、法治、德治、自
治、智治“五治”融合基层综合治理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秦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去，
秦山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把“和谐自
治”建设转化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现
代社区建设的突破动力，助力建设共同
富裕美好生活，打造文明和谐美丽家园，
形成具有秦山辩识度的自治标杆！

以“约”共治“约”出和谐

周志伟 孟 靓

“举办一次跨境电商发展大会”“打
造一批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一批跨
境电商独立站”⋯⋯在近日召开的跨境
电商发展大会上，海宁发布了“云上抢
单、跨境无忧”专项行动方案，以“八个
一”的举措，全力实现“企业有想法”“海
外有仓库”“线上有站点”“境外有品牌”
等“八个有”，并计划年内新增100家出
口网店，培育 20 个跨境电商品牌和新
建50个独立站。

海宁艾博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电子商
务企业，主营皮草、皮衣、双面呢等，这
几年企业跨境业务一直处于稳定的区
间。“给予 50%以内的建设费或租金补
助，每家企业年度最高80万元。”“数字
营销费给予 30%以内的补助，每家企
业年度扶持金额最高10万元。”这些海
宁新推出的真金白银举措，在海宁艾博
服饰有限公司主理人李滨看来，是放开
手脚大干一场的契机。

此次海宁推出的云上接单，特别注
重海宁产业特色，提出要聚焦时尚产业
集群跨境电商发展试点，推动“海宁制
造”和“海宁品牌”走向世界，形成时尚
产业+经编、袜子、家具和家纺等“1+N”
产业集群抱团出海。长期以来，海宁袜
子生产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导的中高档
袜子，销往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对我们袜子企业来说无疑是大利
好。”威尔斯针织组跨境部经理蔡福桥
在现场兴奋地表示，“海宁品牌的打造，
对于企业提高附加值，扩宽市场都有很
大的帮助。”

此外，海宁以包联络、包办证、包费
用、包回国等举措，帮助企业到海外把能
接的订单都接回来。截至目前，海宁已
排摸意向出入境企业185家次、392人，
其中近40人已出境开拓外贸新蓝海。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宁市累计
出口 348.21 亿元，同比增长 28.6%，出
口总量、增速均居嘉兴市首位。出口产
品品类多达 2196 种，市场覆盖全球
190个国家（地区）。

云上接单 出境拓销

外语主播在海宁市海达经编有限公司进行跨境直播 孟靓 摄

钟逸格 徐 洁

“ 沈 阿 公 ，屋 顶 的 瓦 已 经 补 好
了，电线也给您撑高了，不用担心今
年台风天漏雨了！”“有你们网格员
帮忙，真的太好了！”近日，嘉善县魏
塘街道智果村网格员陆勤跃和林振
威 ，扛 着 梯 子 来 到 村 民 沈 国 峰 的 家
中修瓦。

在魏塘街道，像陆勤跃和林振威这
样的网格员有183名，他们活跃在基层
一线，利用“浙里网格连心”应用收集民
情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并逐渐形成
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
出街道的网格治理体系。

除了依靠网格队伍，魏塘街道还在
积极吸纳社会组织领办社区和群众需
求方面做出努力。基层提需求，社会力
量迅速领办，有效对接现有资源与百姓
实际需求。

暑假期间，魏塘街道镇北社区的
学生不约而同来到社区智慧书房，但

因缺乏专人管理，孩子的安全成了问
题。

社区干部杨珺通过“浙里网格连
心”应用的“红哨组团”功能，提出需要
两位志愿者的需求。社区善阿姨团队
迅速领办了需求，并派出有教学经验的
退休教师孟阿姨，每天带领小朋友们学
习、玩耍。

“一声哨响，全员集合。”社区党委
书记吴轶群高兴地说，网格连心应用解
决了群众诸多急事难事烦心事，同时也
为街道、社区聚焦“一老一小”等群众问
题开展提供了便利。

今年以来，魏塘街道按照“示范性
党建、网格化治理、多元化参与、精准化
服务”的要求，配备全职、兼职网格工作
者 4697 人，吸纳社会组织 27 家，平均
每月连心走访 233952 次。截至目前，
全街道通过网格连心应用收集上报问
题达 1729 个，解决 1719 个，办结率
99%。社区或居民累计提出需求 595
次，满意度五星。

“红哨”吹响 全员集结

71 岁的金国标平日里除了喜欢养
花种草、遛狗喂鱼，还有一个特别的爱
好：看电影。2012 年，老金一家搬进了
海宁市盐官镇郭溪社区隆兴北苑 315
平方米的自建别墅。儿子特地在一楼
客厅旁装修了一间观影室，让老金过足
了电影发烧友的瘾。

而对于金国标的老伴葛建华来说，
每天晚上六点的广场舞是雷打不动的
健身运动。奶奶跳广场舞，小孙子则在
自然亲子乐园里畅玩。“做梦都没有想
到还能住进这样的房子，过上这么舒心

的日子。”葛建华表示。
作为首批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老

金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舒
心，也是全镇幸福生活的缩影。近年
来，盐官镇以两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
基础，加快推进农民集聚。据悉，自美
丽城镇创建以来，盐官镇共安置农户
594 户，目前，多个公寓房项目正在同
时建设，预计可提供农户安置房 1700
余套。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盐官镇以创建美
丽城镇为新起点，努力促进产业发展高质

高效、城镇环境宜居宜业、人民生活富裕
富足，描绘一幅美丽城镇“五美”新图景。

20 岁的杜冰是盐官镇联丰村的一
名大学生。今年暑假她在杭州找了一家
公司进行暑期实践。“每天早上 7∶30 到
盐官站坐地铁，大约20分钟就能到杭州
了。晚上5∶30下班坐地铁，到这边刚好
吃饭。”杜冰表示，家门口的这条杭海城
际铁路，让她切实地感受到了杭州和海
宁两个城市连接在一起。

除了有城际铁路这样的大交通，还
有公交车、公共自行车等小交通、微交

通，将盐官打造成出行方便、四通八达
的交通便捷型城镇。目前，整个盐官镇
已实施道路提升改造 14 条，新增社区
巴士 5 辆，新建公共自行车点位 45 个，
新建停车场2个。

此外，盐官镇对13座文化礼堂、4座
商贸综合体等一大批生活圈配套设施进
行了改建新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
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让城镇融合，实现
精彩蝶变。接下来，盐官镇将继续加快
项目推进，提炼亮点特色，以“五美”促共
富，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的新路径。

描绘美丽城镇“五美”新图景
计佳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