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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规划
“一村一品”乡村美

如何打造更具标识度的美丽乡
村，避免“千村一面”，是谋划和推动乡
村振兴的一个重点方向。“我镇以精准
规划为引领，在广泛征求党员、乡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意见
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一村一品’，让乡
村各具特色。”李家巷镇党委书记何永
平介绍。

围绕“村庄怎么发展”“业态如何
布局”等问题，李家巷镇在美丽乡村的
建设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组织集
中听取意见、逐户上门沟通等形式广
泛收集民情民意，同时定期召开“乡贤
恳谈会”“村民议事会”“民生议事堂”
等，收集美丽乡村建设的宝贵意见，让
乡村蝶变彰显“各美其美”。

石泉村的美，得益于其对历史文

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利用。2018 年，
石泉村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围绕“书传
百代、千古一村”定位，启动了美丽乡
村精品村、历史文化古村落和省 AAA
级旅游景区村庄创建，完成“两年三连
创”。2021 年，在乡贤推动下，更是引
入了上海国盛集团旗下运营团队，由
其对村庄内业态进行整体规划和运
营，并深入挖掘以石泉吴氏为代表的
古贤文化，成功打造了“公主驸马 IP”
业态集群，古风研学、古宅探案等独特
业态吸引了大量游客。

刘家渡村的美呈现了新型的产业
社区形态。这里曾经辅房、棚披、围墙
等严重侵占道路，村中心甚至无法通
车。基于周边企业较多、新居民较多、
产业配套需求旺盛的特点，该村一体
规划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布局，有效
节约后期招引业态时的村庄规划、拆
建成本，规划各类业态 33 处，目前已
吸引了 5 家企业入驻，新型“产业社

区”初现雏形。
此外，许家浜村将电商产业与集

体经济发展融入精品村建设，陈家浜
村打造以“稻香田园”为主体的美丽田
园，老虎洞村围绕“清莲文化”打造新
联青年创客社区⋯⋯一个个别具特色
的美丽乡村在李家巷镇逐步呈现。目
前该镇已建成美丽乡村精品村 3 个、
提升村 8 个，创建省级特色精品 2 个，
一个个“盆景”串联成了美丽的“风
景”。

整合资源
多措并举促增收

要做好村庄运营，就要充分利用
好各类资源。近年来，李家巷镇系统
梳理镇村可利用资源，按照闲置民房、
集体资产、闲置空间等进行分类整合，
分别制定盘活方案，实现增收。

“原本我们村矿坑已经废弃多年，
得知周边平台企业需要处理大量建设
渣土，我们第一时间对矿坑进行了平
整，将其作为渣土堆放区，年收入达30
余万元。”老虎洞村党委书记史佳健感
慨。不仅如此，毗邻的刘家渡、沈湾等
村，则充分利用桥下空间，建停车场、
仓库，盘活了闲置资源，每年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节节攀升。

位于李家巷村的锦园新乡贤助力
共富示范基地，则采取“基地+农户”的
模式，整合村庄内茶叶、苗木等产业及
弁山文化资源，打造休闲观光基地，成
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租用农
户土地的同时，基地也采取聘用务工
的方式，使项目区农户 300 余户增收，

其中固定工人 30 人，人均年增收约
16000元。

如今，一条别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精品线正在李家巷逐步呈现，锦园、拾
点半咖啡、石泉古村落等网红乡村经
营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闲置农房、土
地等一系列资源有效盘活，推动村民
和村集体持续增收。

同时，李家巷镇依托产业优势，结
合“百贤百企兴百村”专项行动，联动
乡贤、企业力量，积极推动村企共建，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实施各类项目超
20 个，推动村集体增收超 1800 万元。
2021 年，李家巷镇实现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 28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超4.4万元。

专业运营
全面参与共发展

资源盘活了，更要通过专业的运
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经过多年的发
展，李家巷镇闲置农房盘活已经由单
一激活向整村激活、多村联动激活、数
字化激活升级。尤其是该镇开发数字
化资产管理平台统一管理，由村集体
对村内闲置农房等资产进行统一回
收、统一设计、统一改造，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进行流转。

“闲置农房的激活率也是乡村振
兴的活力指数。”李家巷镇镇长陈国庆
说，该镇根据出租居住、业态运营、企
业办公等不同需求，由集体进行统一
招商、统一把关，村监察工作联络站全
程参与、精准监督，确保优质资源规范
入驻，闲置资源有效利用。目前，该镇
累计收储房屋 200 余处，使用率达到
95%以上。

一子落而满盘活，这样的激活不
断惠及广大老百姓。2021 年，李家巷
镇创新探索“基金+政府+公司+农户”
的模式，导入乡村业态，推进产村一体
化，发展美丽经济；通过积极吸引产业
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乡贤资金进乡村，
既美化了乡村、又丰富了业态；通过招
募“小乡贤”等乡村合伙人，在闲置的
农房里发展咖啡、奶茶、剧本杀、电商
直播等业态，鼓励引导村民自主发展
民宿、餐饮等业态 10 余处，以多元投
入全面丰富乡村业态。

业态的成功运营，拓宽了村民的
增收渠道。村内房屋租金上涨、村集
体组建强村公司带来分红收益、村民
入股带来股金收益⋯⋯老百姓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

实干为先，让共同富裕底色更足、
成色更亮。李家巷镇党委书记何永平
说，接下来，该镇将进一步发挥产业优

势，通过将园区、镇区、农区串联，做好
村庄经营文章，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
奋力描绘“产镇相融、镇村一体、宜居
宜业”的共富新图景。

长兴县李家巷镇激发乡村共富源头活水

建设美丽乡村 共享美好生活
杨斌英 陆伟忠 许 旭

秋日暖阳下的长兴县石泉村，游客三三两两地徜徉在古桥、古道和古宅之间，不时传来欢笑声和相机的快

门声。这个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在经历了一番精心改造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石泉村不远处，是长兴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排排整齐划一、布局合理的高端厂房格外引人注目,灰白相

间的外墙现代化气息十足，人来车往，彰显着平台企业蓬勃的动力。

这些都是长兴县李家巷镇“产镇相融、镇村一体、宜居宜业”的靓丽风景。

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粉尘漫天、河水浑浊的“石头城”。历经十年的蜕变，该镇党员干部一届接着一届干，

以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乡村，同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业态运营，这个传统工业重镇，历经转型、提升、整治、建

设和运营，走向共同富裕，描绘了产业平台与美丽乡村相融相生的新画卷。

长兴县李家巷镇美丽乡村鸟瞰长兴县李家巷镇美丽乡村鸟瞰

（图片由长兴县李家巷镇人民政府提供）

党员志愿者与群众共同参与村庄环境整治和道路铺设党员志愿者与群众共同参与村庄环境整治和道路铺设

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文化礼堂上
演当地民俗鸳鸯龙节目 许旭 摄

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开展“巧
手剪纸 红色传承”活动 李连杰 摄

午饭后，家住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油田小区的张奶奶会叫上邻里

老朋友，到小区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参加文化活动。

让居民爱上每日“打卡”的油田小区，是余杭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典型案例。自 2019 年全面启动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以来，余杭区深

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民生需求，在挖掘老旧小区潜在空

间、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做加法，更在小区整体改造规划中联动未来

社区建设要求做乘法，结合小区实际和居民需求，增设健康、邻里、教育、

治理等场景。

一“加”一“乘”之间，余杭区获评 2021 年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提升工作优秀单位，已累计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 29 个，改造面积

约 28.7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2830 余户，为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

元提供了余杭经验。

聚焦“一老一小”打造居民生活“幸福家园”

余杭探索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有效路径
李昕雨 应 陶

聚焦“一老一小”打造居民生活“幸福家园”

余杭探索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有效路径
李昕雨 应 陶

余杭街道宝塔公寓余杭街道宝塔公寓

五常街道油田小区

问需于民 服务馈民

老旧焕新，必定要围绕人的需求
做文章。由这思路出发，余杭在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中，始终坚持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精准施策，特别体现在小区
内部空间的开发利用上。

由于规划布局等原因，在以往的
小区建造中，公共空间大多不足。因
此，余杭区改造老旧小区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将有限的空间进行优化改造，

从而满足当下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目标如何实现？通过充分的民情调研
来实现。

位于良渚街道的花苑新村北区建
于上世纪 90 年代，是个典型的老旧小
区。在调研中，居民普遍反映小区内部
道路狭窄、停车位不足、文化娱乐场地
不足等空间问题。因此，良渚街道在对
该小区的综合改造提升中，重点破解公
共配套服务的堵点和难点。而这些难

点的突破口，在于“破冰”，就是将小区

内闲置的空间进行二次挖掘。

以此为方向，花苑新村北区共拆除

小区自行车库（储藏间）约 790 平方

米。这不仅拆出了 4 米宽的生命通道，

保障了消防环线畅通，还拆出了崭新空

间，新增涵盖党建议事厅、老年食堂、幼

儿活动室、居民健身房、阅览室等功能

的“花苑里”共享客厅。自此，花苑新村

北区也成为余杭区首个通过顺利拆除

自行车库挖掘潜在空间的旧改小区，新

增停车位25个。

与此同时，花苑新村北区还针对开

放式小区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全面构建

小区数字监管网络。“我们在小区关键

点位上增设 130 余个智能监管设备，并

在小区出入口增设智能门禁等设施，以

科学化、现代化的小区治理效率，提升

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余杭区良渚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上半年，良渚街道花苑新村北

区被评为 2021年度杭州市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提升最佳案例。

区域统筹 共享资源

面对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提升，余
杭不停留在就小区改造小区，还把着
眼点放在了“综合”。“现代社区里，小
区居民的生活范围不局限在小区内
部，而可以扩大到家门口的 15 分钟步
行范围内，也就是便民服务圈的范围。
所以，我们做老旧小区改造，不应该只
看小区内部，而是应该综合小区内部及
小区周边，统筹考量。”余杭区住建局旧
改办相关负责人说。

余杭街道宝塔公寓的改造提升，便
以此为思路。据街道相关人员介绍，

“宝塔公寓也面临着大多老旧小区都存
在的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的问题。如果
单从小区内部空间着手，潜力有限。我
们便以小区为圆心，辐射周边进行区域
统筹。”

为此，余杭街道整合小区周边的城
市“边角余料”，将小区东侧近 13 亩的

闲置地块一分为二，进行分块打造。在
紧邻宝塔山山麓东侧边坡，打造了休闲
绿化空间，用荷塘涵养山水，并通过新
建市政管道纳入城市雨水系统；另一半
空间，则被改造为公共停车场，新增公
共停车位 93 个，大幅增加了小区停车
位供应量，缓解了小区居民“一位难求”
的痛点问题。此外，余杭街道充分利用
小区周边临近废弃的老年活动室，在尊

重原有建筑肌理、宝塔文化的基础上，
增设老年食堂、社区医疗等配套设施，
构建起社区养老的文化氛围。

如今，宝塔公寓旧貌换了新颜。约
1400 平方米的老年活动中心，通过重
构室内外功能布局，成了配备适老健
身、棋牌娱乐、医疗保健等多样化功能
的公共服务空间，满足了老年居民日常
的文化活动需求。

超前探索 谋划“未来”

在余杭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的
步伐里，旧改的目标不只是当下，还有
未来。满足广大居民未来式的生活需
求，是余杭对自己提出的更高标准。

今年余杭区实施改造老旧小区 11
个，其中多个小区联动未来社区建设进
行改造。这些项目，被因地制宜融入了
未来健康、邻里、教育、治理等场景，为
居民提前布局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的未来生活。

在余杭街道金源公寓和瓶窑镇桃
源小区，两个小区的改造方案处处围绕
着居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在瓶窑镇桃源小区，该镇将通过探
索利用华兴社区原有社区用房、租用国
有企业房产、征用部分汽车车库或商业
房、拆改结合提高容积率等方式，盘活

一批可观的空间载体。在此基础上，
瓶窑镇打造了涵盖养老、托幼、健康、

教育、娱乐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华兴
社区邻里中心、小区邻里之家，将各类
未来社区场景嵌入其中。

除了盘活空间，嵌入未来场景外，
瓶窑镇也在桃源小区的改造提升中，探
索符合“未来”的社区物业管理新模式，
即依托未来社区智慧平台，小区将整合
多方优质资源，构建“平台+管家”的物
业服务模式。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任重
而道远，下一步，余杭将继续坚持以人
为本，力求以旧改为契机，增添民生福
祉，也为余杭打造“杭州城市新中心”助
力。

良渚街道花苑新村

（图片由余杭区住建局旧改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