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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迥绕拂云堆，镜水稽
山满眼来。走进绍兴，古桥、流
水、青瓦、白墙，构成了古人诗
句中的江南。尤其是近年来，
绍兴聚焦人、地、资金等核心要
素建设新时代美丽城镇，被评
为2021年度优秀设区市。

“我们持续深化督导服务
机制，开创‘蹲苗助力’‘回头
看’等常态化机制，巩固建设成
效，保持美丽肌底。”绍兴美丽
城镇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绍兴共启动 15 个乡镇

（街道）的美丽城镇样板创建及
22个乡镇（街道）的基本达标建
设工作，通过项目化推动美丽
城镇建设，截至目前，全市项目
投 资 进 度 82.27% ，开 工 率
100%。

同时，推动美丽城镇集群
化发展，在全省率先组织编印

《绍兴市美丽城镇集群化建设
指南》，柯桥区“稽山舜源”美丽
城镇集群、诸暨市“西施之泪”
诸北美丽城镇集群被列入全省
美丽城镇集群化典型案例培育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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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
创新协同推进集群化建设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支持
绍兴融杭联甬打造网络大城市。今年绍
兴计划投资7000余万元，推进杭绍一体
化建设，这为绍兴美丽城镇从单兵作战
向集群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作为诸北美镇集群成员，店口镇
充分依托杭州桥头堡地理区位优势，
全面推进与杭州都市区的规划共绘、
产业共兴、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一个
以店口为引擎，山下湖、姚江、次坞3个
乡镇协同发展的高能级美镇圈展露眼
前。

越城区斗门、马山（袍江片区）美
镇圈则积极抢抓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时
代机遇，聚力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智能装备制造三大核心产业，正着

力打造一个产、城、人、生态高度融合
的未来宜居新城区。

“美丽城镇要实现集群化发展，设
施共通、服务共享、产业共融、风貌共
塑、治理共同是应有之义。绍兴在明
确各个集群定位的基础上，统筹谋划，
多维发力，使美丽城镇连线成片，变成
江南的新风景。”绍兴市美丽城镇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

在新昌，文旅融合成为集群化发
展的重要方式。新昌以十九峰景区为
核心，镜岭镇、澄潭街道、东茗乡签订
共建共创联合倡议，全力推进十九峰
乡村旅游省级产业集聚区建设，打造
文旅小火车、空中廊道、山海经文化水
街 等 特 色 项 目 ，带 动 游 客 年 均 增 长
30%以上，引流50余万人次。

在柯桥，农旅融合使美镇圈“业兴
人旺”。“稽山舜源”美丽城镇集群在做
大做深茶叶、香榧、红豆杉等“三棵摇
钱树”的同时，不断融入旅游、研学等

新元素，形成了大越山农茶园、丹家高
山茶园等具有特色的“风情茶园”，还
引进了 10 个乡村振兴项目，预计农户
年人均可增收20%。

此外，为了充分发挥美镇“1+1＞
2”的集群效果，上虞区以“两镇一乡”
构建虞南片生态休闲美镇圈，上浦镇
重点打造“文旅小镇”、章镇镇打造农
工商旅“虞南重镇”、丁宅乡打造“鲜果
小镇”，使美丽城镇共生共荣、共同发
展。

嵊州市选择空间邻近、特色互补
的浦口街道、三界镇、仙岩镇、下王镇 4
个镇街，共同打造市域特色型美丽城
镇集群，打造圈域一体、宜业宜居的品
质美镇圈，人文为魂、生态塑韵的魅力
美镇圈，整体智治、美好生活的幸福美
镇圈。

在绍兴，各个美镇圈聚合发展，美
美与共，使美丽城镇成为展现“整体大
美 浙江气质”的窗口。

产镇融合
因镇施策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关键。在美丽
城镇建设进程中，绍兴着力打造特色
产业，推进产镇多类型融合，一批产业
支撑有力、生活功能完善、百姓安居乐
业的美丽城镇向我们走来。

柯桥区马鞍街道立足“蓝印世界，
潮领马鞍”的城镇定位，推进以“一个
中心、两条廊道、四个功能区”为总体
布局的蓝印小镇工业旅游建设，打造
工业旅游与休闲度假相结合的高品质
休闲、研学、生活中心。

上虞区崧厦街道以伞艺小镇创建
为牵引，加快伞业提质升级，建成伞业
大脑、伞艺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
建成总投资 2.7 亿元的伞艺小微企业
园。其中，崧厦伞线上销售连续保持
50%以上的高增长，2021 年电商产销
额43亿元。

诸暨店口镇则在传统产业转型基
础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目前，全
镇共有数字化车间 34 家，拥有 3 家国
家技术中心、23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究开发中心、105 家高新技术企业，
2021年度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
业产值达58.1亿元。

在绍兴，通过美丽城镇建设，产业
转型升级脚步加快的同时，也更加注
重优化城镇配套，使宜居宜业成为美
丽城镇的标配。

园区内环境洁净，食堂、篮球场、
咖啡吧等配套应有尽有⋯⋯这里是苏
泊尔配套产业园。越城区斗门街道大
力实施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攻坚行动，使闲置多年的废旧厂区摇
身一变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目前已
有近 10 家高新技术企业入园，年产值
可达近5亿元，亩均产值近500万元。

群山叠翠，云蒸霞蔚，村落悠然，
民宿云集⋯⋯这里是新昌县镜岭镇。
这里既有国家 4A 级景区穿岩十九峰
等知名景点，也有镜岭老街等新晋网

红地。通过文旅融合，吸引民宿集聚，
近 3 年镜岭镇累计接待游客 344 万人
次，过夜人数32万人次，实现旅游产值
5.67亿元。

此外，还有从滩涂之地变为工业
高地的嵊州市浦口街道。浦口街道一
方面聚焦主业，推动厨具电器、领带服
饰、机械电机三大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集群化发展，另一方面借嵊州市成
功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东风进行环境
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使“产城融合魅
力区”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是古韵悠然的绍兴，这是整装
待发的新江南。眼下，绍兴正扛起“五
个率先”新担当，争做“两个先行”排头
兵，以奋斗之姿奔赴对共富未来的向
往。

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小镇

柯桥区稽山舜水

上虞区虞南片区

嵊州市智能制造

新昌县水墨山城
越城区沥海街道

（图片由绍兴市美镇办提供）

诸 暨 ，西 子 故 里 ，浣 水 潺
潺，产业蓬勃。

自美丽城镇建设工作启动
以来，诸暨已成功创建大唐街道、
枫桥镇、山下湖镇、同山镇4个美
丽城镇省级样板，暨南街道、东白
湖 镇 等 10 个 基 本 达 标 镇 ，
2020—2021 连续两年被评为
全省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优秀
县市区。截至目前，诸暨共入库
省 美 镇 办 建 设 项 目 336 个 ，
2020—2022 年 计 划 投 资
140.3 亿元，其中 2022 年计划
建设项目 71 个，投资 36.39 亿
元，目前完成投资进度89.61%。

今年，诸暨因地制宜地谋划
“西施之泪”诸北美镇集群，提出
“多元驱动、跨越发展、协同推
进、统筹城乡、生态共保”的总体
发展战略，以期构筑一个适宜诸
北美镇集群发展的产业、空间、
政策框架，为未来美丽城镇健康
快速发展和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与
此同时，全力创成陶朱街道、店
口镇 2 个省级样板，牌头镇、次
坞镇、安华镇、五泄镇、东和乡、
马剑镇6个基本达标镇。

勇毅笃行，躬耕不辍。未
来，诸暨美丽城镇建设将聚焦
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度融入城
乡风貌整治提升，把“五美”目
标嵌入“大美”格局，为“浙江气
质”的形成贡献诸暨力量。

（图片由诸暨美镇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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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富美让小镇更强

走进安华镇三联村的油菜示范
方，浙江大学生工食品学院数字农业
与农业物联网创新团队利用无人机和
浙江大学自制无人车搭载多种类型的
光学图谱传感器，采集油菜不同生长
阶段的表型数据。这些数据将被团队
带进实验室，进行基因优化组合，让生
物育种更精准、高效。

通过与浙大合作，以人工智能科
技为手段，利用智能物联网技术、智能
传感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建立
油菜育种全过程的智能管理与决策系
统，安华镇一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传统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
稳步提升。

赋能智慧农业，利用信息化手段，
为美丽城镇建设注入崭新的生命力。
近两年来，诸暨在美丽城镇建设过程
中，依托特色农业发展赋能美丽城镇
建设“产业美”，积极探索开展数字乡
村建设，加快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
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

从农业到工业，数字的力量正在
不断释放。

“我们通过将客户管理、企业资源
管理、生产制造执行等流程进行融合
叠加，制定适合企业的个性化程序，实
现工艺路线搭建、生产排程、生产进度
和异常的实时动态跟进，实现每个工
段、每道工序的实时上传，不仅降低了
错误率，还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浙江镨美科智能刺绣设备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道，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
持，2021 年镨美科产销值超 5 亿元，同
比增长100%。

近年来，陶朱街道紧扣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主线，从优化产业结
构、培育数字化运营团队、创新人才招
引机制、完善配套政策等方面入手，不
断推动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助力
美丽城镇建设“产业美”。该街道制定
出台配套政策，加大奖励力度，仅2021

年街道就兑现相关奖励超1000万元。
产业是小镇的基础，借力数字，一

个个美丽城镇不断迸发出澎湃动力，
迎向更好的未来。

自然生态让文旅更美

随着百姓对于高品质生态环境、
郊野休闲度假等的需求日益增加，诸
暨小城镇的生态资源价值也日益凸
显，休闲度假旅游迎来蓬勃发展。

蓝天白云下，草坪上空，音乐悠
扬。一顶顶白色帐篷下，人们举杯言
欢，惬意感受着山间田野、碧水青山的
自然风情。

这是位于五泄镇红枫岭村的野奢
露营基地，计划总投资 800 万元，目前
一期已投资260多万元，建设有野奢露
营场地、自然与研学基地、露营品牌集
合店等。自今年1月试运营以来，已举
办研学游等活动近 50 场，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120万元。

红枫岭村不是一枝独秀。近年

来，五泄镇以五泄社区、西皇村、十四
都村为龙头，盘活闲置土地和房子，积
极探索“体育+旅游”“农业+旅游”“文
化+旅游”融合模式，推动全产业链要
素集聚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
加群众收入。

暑假期间，来到东和乡春风十里
小镇，只见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景区附近的境见·和客栈更是热门去
处。

境见·和客栈是由十里坪村、春风
十里小镇和东和乡政府三方合作的项
目，村里以提供房屋使用权的形式入
股，将闲置的老茶厂改造成民宿，并引
入专业景区团队浙江越记旅游集团运
营管理。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 。
2021 年，十里坪村村级集体经济年收
入 386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 160 万
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美丽城镇
建设过程中，诸暨抓好本土资源优势,
深挖乡贤人才资源，助力乡村文旅振
兴。

近日，邮储银行浙江省分行与市
邮储银行到牌头镇同文村，调研红色
旅游开发项目。当听说家乡要开发红
色旅游项目时，在外工作多年的乡贤
杨苗昌主动对接到家乡进行调研。

在美丽城镇建设过程中，牌头镇
因势利导，强化乡情纽带、突显情感链
接、创新平台载体、优化政策供给，充
分发挥乡贤的资源和优势，以项目回
迁、智力回乡、人才回乡等多种形式，
积极鼓励乡贤回报家乡、反哺家乡建
设，共同推进美丽城镇“五美”建设。

“老有所为”让治理更优

小镇蓬勃发展，老年人如何跟上
节奏？

上午 10 点多，志愿者们在后厨准
备着，就餐的老人则早早来到食堂外
的棚里，静候越剧节目开演。

走进店口镇包村爱心食堂，可以
看到内部环境干净敞亮，12 张桌子整
齐摆放；餐盘内，红烧肉、包心菜、花菜
等都是符合老人口味的家常菜。后
续，爱心食堂还将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提供配送餐服务，也会为周边绿源村、
兰岭村、视北村3个村的老人提供配送
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包村爱心食堂这
支志愿者队伍，有固定老年志愿者 6
人。

“我就是本村人，听说村里要建爱
心食堂，我就自发来到村委报名，想当
志愿者，工作内容也简单，我主要负责
打扫卫生、洗菜等，吃饭干活两不耽

误。”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73岁的李爱
娜兴奋地说道。

看到的是城镇环境改变，看不见
的是治理提升。

“对农村的养老问题，我们高度重
视，在美丽城镇建设过程中，通过一系
列举措提高农村的养老设施和养老服
务水平，不断补齐养老设施、服务人
才、资金等方面的短板。”诸暨美镇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更重要的是，各个镇
村认识到不同阶段老年人、特别是低
龄老人的能力和特点，在“爱心食堂”
的建设过程中，合理引导他们参与社
会服务与建设，这样既能较好地让那
些有特长有经验，而且有精力有体力
的老年人发挥余热，也能更好地实现
他们“老有所为”的人生价值。

据悉，作为 2022 年诸暨十大民生
实事，“爱心食堂”建设工程项目得到
政府性保障 1000 万元，吸纳各级社会
资本 4000 余万元，将综合利用村（社
区）闲置场所、文化礼堂、居家养老中
心等资源，因村制宜建设集中就餐场
地，采用单建、联建、配送等方式，形成
覆盖周边村（社区）的“中央厨房”，打
造“10 分钟居家养老就餐服务圈”。预
计到今年年底，“爱心食堂”助餐配送
餐服务将覆盖全市40%的村（社区）。

这里，乡愁可寄；这里，未来可期。

美镇若繁星 盛景如你愿
南 苏 杨 卫 周雨文

店口镇全貌

陶朱街道宝龙广场 郭斌 摄

马剑镇开元芳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