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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城乡一体 全域富美
孙 俊 陈 晨 潘 挺 童靖巍

深秋时节，来到慈溪乡村，橘黄、深

红、深绿⋯⋯各种树叶已经开启了色彩

之旅，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烂漫。

近年来，慈溪市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以“点上示范出彩、串点

连线成景、面上整洁提升”为工作目标，

稳步推进精品村、示范村、美丽宜居村和

风景线（示范带）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城

乡发展融合度高、自然资源禀赋一般的

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美丽乡村的新

路径,不断推动乡村建设由“单项突破”向

“整体发展”转变、由“千村一面”向“各美

其美”转变、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

农村”转变。美丽乡村与美丽集镇、美丽

城市共同构建了慈溪全域美，走出了一

条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

全域共美，一村一品如诗画；产业富

美，宜居宜业又宜游；生活和美，幸福新风

扑面来。截至目前，慈溪已培育组团片区

81 个，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带动 2021

年村经营性收入增加 2400 万元，实现年

集体经济收入 100 万元以上行政村全覆

盖，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185.01 万

元；今年半年度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1.59，

为宁波各区（县、市）最小，居全省前列。

握指成拳,共建共享，让共富的火
苗燃得更旺。区域联动、抱团发展，如
今在慈溪蔚然成风。

翠屏山麓杨梅红。今年 6 月，在慈
溪匡堰楝树下艺术村落举行的 2022 慈
溪杨梅节开幕式上，富硒杨梅、宋家漕

香干、高山茶叶
蛋、番薯捏

拌、松花团作为“匡农优选”伴手礼，再
次惊艳亮相。

这两年，匡堰镇包括倡隆村在内的
3 个山区村组成联合发展片区，注册专
业公司对要素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抱团
营销，区域发展步入快车道。

全镇一盘棋，共富齐步走。匡堰镇
积极开发利用当地文化、生态资源，把
全镇 9 个村划分为东部产业、中部商
贸、南部文旅三个片区，再以片区为单
位，实行“党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
解、风险共担”，对外以片区名义招商引
资，对内按比例落实投资、分配利润，增
强整体市场竞争力，实现片区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

在匡堰镇中部和东部片区，制造业
全域产业治理和老 329 国道沿线综合
整治稳步推进。在南部片区，杨梅采摘
游、青瓷体验游、茶园骑行游等十余条
文旅精品线游人如织，全域秀美乡村旅
游格局发展得如火如荼。

抱团联动，共建未来。“一老一小”，
共享美好。在周巷镇万安庄村，这里为
村里有需求的老人配备了智能手环，方

便家人可以随时查看定位，防止老人走
丢，如遇到意外情况，也可以通过手环
迅速发送求助信息并报警；除此之外，
万安庄村深化乡村卫生室智慧化提
升，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提供网上
卫生室、药店购药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同时，依托村惠民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和康养志愿服务中心等共享空间，进
一步优化丰富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
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周巷镇万安庄
村已基本建成 15 分钟养老圈和幼儿活
动圈，辐射周边26个村（社区）。

慈溪围绕“一统三化九场景”基本
架构，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典
范村和未来乡村建设试点，着力构建具
有未来引领、品质体验、慈溪特质的共
同富裕基本单元，加快美丽乡村向未来
乡村整体跃升。周巷镇万安庄村成功
入选省首批未来乡村名单，“养
老+托幼”场景入选省首批
共同富裕基本单元“一老
一小”场景。龙山镇
徐福村、匡堰镇倡
隆村、崇寿镇傅家
路村、桥头镇五姓
村 4 个村入选省第
二 批 未 来 乡 村 创
建名单。

共建共享 拥抱美好未来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慈溪对
乡村发展格局进行创新性梳理，探索建立“综合发展型”
片区、“特色产业型”片区、“社会治理型”片区等，通过要
素融合、资源优势互补，不断促进全域发展。

今年 6 月，慈溪市新浦镇“北部培育型”片区，总投资
6000 余万元的交通新材料产业项目进场施工。从昔日
亩均税收不到一万元的熔炼区块到如今欣欣向荣的生态
示范园区，通过“腾笼换鸟”，该区域不仅“颜值”上去了，
还大大激活了村级经济的“造血功能”。“借力生态产业园
项目，我们片区3个村可享受每年240万元的稳定分红。”
片区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起，新浦镇建立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将
村级集体资产吸纳到镇级资产运营平台进行统一管理，通
过公司化一体运作、精细化服务、渔资源挖潜等措施，盘活
农村历史“沉睡资产”、个人私占“流失资产”、低价发包“贬
值资产”，实现将 5 年租金总收入从原来的 820 万元增长
至 4732 万元，增幅高达 477%，组团村集体收入增幅近
30%。

除了新浦镇这样的“资源统筹型”片区，还有“综合发
展型”片区。慈溪以多规合一的全域空间规划为蓝本，打
破传统地域界限和领域壁垒，统盘考虑各村资源禀赋和
区位优势，以 3 到 6 个村为组团片区，科学组建全域红色
联盟，以党建工作一体化引领发展规划一盘棋。

在坎墩街道，这里围绕“一心两翼”空间规划组建3个
片区，聚力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村，合力打通资源路、产业
路、旅游路等 23 条，不仅成功打通了城乡“出”与“进”的

“双向道”，而且盘活了农村的特色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动力。

改革破局，融合蝶变。慈溪还聚焦城郊接合部、村村
毗邻带等治理薄弱点，创新推广“众家治村”模式，建立

“社会治理型”片区，推动要事共商难题共答，寻求社会共
治最优解。

走进掌起镇，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农宅，
优美风雅的庭院，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成为了这里
建设美丽乡村的生动注脚。掌起镇将 15 个行政村
划分为3个片区，各片区以组团采购的形式，对日常
保洁和垃圾收运实行统包统管。生活垃圾处置收
费覆盖率从53%提升至100%，环卫成本下降20%。

变革重塑 开启共富之路 数字化浪潮之下，如何描绘特色的
数字乡村新画卷？慈溪扎实推进首批
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正式上线数字
乡村平台，全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
水平80.6%，居宁波第一、全省前列。

“请大家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节约水资源，争当节约用水的宣传者、
文明用水的倡导者⋯⋯”慈溪市桥头镇
五姓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桥治分”
平台发出节约用水倡议书，招募节水宣
传志愿者。半天不到，该倡议书得到村
民积极响应，吸引 60 人报名参加节水
宣传活动。

桥头镇搭建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
乡村数字自治平台“桥头分”，推出“桥
头分”迭代升级版——“桥治分”，推动
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通过“点一
点、扫一扫、说一说、拍一拍”的形式，桥

头居民登录“桥治分”可参与民主评议、
志愿服务、在线学习等活动，获得积分
和信用分。其中，信用分可用于贷款授
信、招工等。

以数字为纽带，让村民成为基层治
理的主力军，以主人翁的姿态享受美丽
乡村建设带来的实惠，桥头镇并不是个
例。

今年葡萄成熟时节，慈溪市逍林镇
葡萄种植户老岑睡得特别安稳，不再像
往年那样半夜起床剪串，赶着出货了。
他只要采下葡萄，拉到临近的紫星农庄
冷库，多放几天也没关系。这一变化，
得益于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项目——

“共享冰爽爽”的开发。
只要打开“共享冰爽爽”应用，就能

搜索到附近有库容余量的冷库，有效打
通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截至目

前，慈溪市存量冷库资源已实现全覆
盖，2万多户种植主体享受到了“共享冰
爽爽”的福利。通过推广，有效助力农
产品错峰、错时和跨季销售，果蔬生产
效益大幅上升。

数字精准赋能，拥抱美好生活。智
力正向补给，专家悉心指导。慈溪组建
专家智库，给予片区专业指导，推动片
区领头人与村书记结成192个对子。

值得一提的是，慈溪还加强政策
激励，探索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统筹使
用精准补助机制，统筹各类涉农资金
近 13 亿元，明确市财政每年安排不少
于 2 亿元乡村发展扶持资金和 1 亿元
的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同时建立

“红黄绿灯”和“升降级”考评制度，已
有 6 个“绿灯”片区兑现奖励资金共
1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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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培育建设中心

村26个、15个特色村、环境改造提升村62个，累

计创建省全面小康示范村27个。

“十三五”美丽乡村升级版打造：培育建设11个

精品村、15个示范村、110个宜居村、7个梳理式改

造项目村、12 个首批乡村振兴典范村。成功获评
2018年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十四五”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组织实施新时代

美丽乡村“12113”工程，到2025年，新培育建设乡

村振兴典范村10个左右、特色村20个左右，组织

实施宜居村100个左右，累计创建景区村100个

以上，实施梳理式改造项目村30个左右。目前，已

启动培育建设乡村振兴典范村13个、特色村9个、

宜居村41个，梳理式改造村4个。
预计到2022年底，累计创建省新时代美丽乡村

示范乡镇11个、特色精品村30个，实现省新时代
美丽乡村达标村全覆盖。

慈溪市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成果

（本版图片由慈溪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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