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民生
刷新乡村新颜值

一座座精致的小洋楼韵味十足，清
澈见底的河流两岸是阡陌纵横的良田，
金光灿灿，美不胜收。走进镇西村，一
幅村净、水美、民富的美丽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家宴中心环境好，设备齐全，我们
老百姓办喜事很方便！”家住镇西村龙
苑三里的陆大伯连连夸赞村里的家宴
中心高端大气，租金还便宜。

说话间，陆大伯又分享了一个自家
的好消息：“儿子、儿媳一直在外地生活
工作，这次回来，都说村里变得越来越
好了，明年他们可能就搬回来住了。”朴
实的话语中，有期盼团圆的喜悦，也有
对村里变化的自豪。

见证镇西村幸福蜕变的，不止陆大
伯一家。今年以来，镇西村围绕省级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与美
丽乡村建设等规划相衔接，全力推进农
房集聚工作：实施 4 组朱家场的农房搬
迁签约 34 户，目前已完成全部农户建
房安置；14 组丁家场完成签约 35 户，
目前已腾房拆除 32 户。此外，11 组、
12组三方签约的55户农户的搬迁集聚
工作预计年底实施。

这边新村点建设如火如荼，那边高
标准农田稻浪翻滚⋯⋯初冬时节，走进
龙联村，处处让人感受到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带来的阵阵惊喜。今年以来，龙联
村围绕省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工程，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
间布局，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美丽
乡村建设，一场改头换貌的“涅槃重

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
“等过两年新房子造好了，我们组

都是气派的两联排楼房，开车到市区就
只要几分钟，十分方便。”近日，龙联村
卫东组微网格长陈元根像往常一样到
村民家中走访，一边与村民拉家常，一
边畅想着搬迁后的新生活，脸上挂满了
欣喜的笑容。

随着卫东组搬迁工作的推进，老党
员陈元根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到村里签
订搬迁协议，带头支持村里的发展建
设。陈元根不仅带头签约，还陪同村干
部一起上门做其他农户的思想工作，为
搬迁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
们组的房子大多是 90 年代建造的，年
代久远，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我总
跟村民讲，早搬迁早得利啊。”目前，卫
东组 86 户村民签约率已达 95%，预计
11 月底前完成腾房工作，村民憧憬的
新生活，已不再遥远。

卫东组的故事，同样也在龙联其他
村民小组真实发生着。自龙联村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房集聚搬迁以来，
村干部全力以赴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积
极走访调研，多次走进农户家里，了解
群众对农房集聚搬迁的需求，当面听取
收集意见，逐组逐户帮助群众算好经济
账、生态账、发展账，让群众搬得心安。

“我们在走访中得知部分村民对原
先规划的新村点位置不是很满意，经过
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民情收集后，我们重
新调整整体搬迁布局，决定在杭浦高速
北侧、G524 国道东侧的位置新增一个
新村点。”龙联村党委书记沈志祥说，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满足、回应老百
姓的所求所盼。

新村点交通便利，规划合理，配套

设施齐全，村民们的搬迁意愿自然大
大提升。签订协议、腾空房屋、拆除旧
房⋯⋯农房集聚搬迁及土地复垦的各
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稳步开展，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展现“黄金速度”。

截至目前，龙联村黄秧里腾房拆除
19 户 ；牛 坟 湾 腾 房 60 户 ，签 约 率 达
95％；联合组 32 户开始腾房；联丰组
33户已拆除31户；蒋家组10户完成复
垦；金家组 50 户、朱家组 18 户、联胜组
39 户已顺利完成交钥匙，其余农户也
正在陆续交钥匙中⋯⋯

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一块块土
地重焕生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出
了空间和效益，也按下了“美颜键”，袁
花正努力走出一条村庄集聚、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的共富新“稻”路。

“小田”变“大田”
化零为整促增收

风吹稻浪遍地黄，颗粒归仓丰收
忙。走进红新村，只见一片片黄澄澄的
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随着微风荡漾，
呈现一幅美丽的丰收图景。“今年承包
了 260 亩土地，预计收入 20 万元左
右。”望着成片的稻田，承包户傅建国高
兴不已，难掩丰收的喜悦。

而就在几年前，这里不少农田还处
于荒废状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我
们村带来的变化太大了。”红新村工作
人员说，以前村里的水稻田、农房零散
分布，农业资源浪费严重，极大限制了
村经济的发展。而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后，村民住房集聚，家家户户的“小
田”连成了“大田”，耕地资源质量得以
有效提高。

目前，红新村 11 组蒋家木桥的 48
户 农 户 已 完 成 搬 迁 签 约 ，签 约 率 达
80%，预计11月底前完成腾房拆房；16
组傅家场3户农户腾房搬迁，12组祝家
场 6 户联片搬迁；重点搬迁小组 2 组汤
家场、7组王家场、10组康家场、陈家组
等小组搬迁意向签约率均达到了 80%
以上；红新村红池嘉苑新村点已有 132
户落实建房。

红新村是袁花镇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助力乡村蝶变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袁花镇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持续
推动形成千亩、万亩集中连片耕地，破
解耕地肌理碎片化，为现代农业规模经

营创造有利条件。
“龙联村等 3 个村累计完成建设用

地复垦立项182户242.97亩，垦造耕地
立项 123.51 亩。”袁花镇相关负责人
说，后续计划通过 5 年时间，实现 3 个
村的总体集聚地达到 75%以上，把成
片的农田连接起来，力争达到 1 片万亩
方、3片千亩方的示范标准。

整治工作在有效解决袁花农村用
地碎片化难题的同时，也推进了村庄
整治。散步时感受到微微细风，清清
绿水的恬静生活，游玩时体验到健康
人生，休闲娱乐的品质生活，出行时
享受到条条大路，美丽交通的平安生
活⋯⋯如今，乡村的巨变让村民幸福
感满满。

海宁市袁花镇：提升生态与人居环境 助力农业规模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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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拓展高质

量发展空间、促进民生改善和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

今年，海宁市袁花镇龙联村、镇西村、红新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

态修复工程被列入省“11350”工程，实施区域1.8万亩，总投资8.2亿元，

预计可节约耕地指标 1727 亩。土地“醒”了，村民“乐”了，一场改头换貌

的“涅槃重生”，正在花溪大地悄然上演。

（（图片由海宁市袁花镇提供图片由海宁市袁花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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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描绘美丽新风景

“今年我们村已实现村集体经济
增收50万元，吸引游客8万余人次，带
动周边民众增收 25 万元。”日前，走在
和平镇滩龙桥村霞幕湖景区，村党支
部书记马新农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风景宜人的霞幕湖景区，是滩龙
桥村实施“微改造、精提升”的丰硕成
果之一。自我省“微改造、精提升”行
动启动以来，滩龙桥村依托山水资源
和茶产业优势，先后流转 300 余亩土
地，打造了茶博园、亲子摸鱼、烧烤、
采茶体验、露营等区块，不断丰富旅

游业态，一跃成为省美丽乡村特色精
品村。

美丽乡村源源不断转化为“美丽
经济”，这样的实践在和平比比皆是。

“今年是我们开展稻蛙生态养殖
的第一年，高品质水稻和成蛙都获得
了 丰 收 ，年 总 产 值 达 到 了 380 余 万
元。”谈起稻蛙共生的养殖，吴村村党
支部书记贺发荣打开了话匣。该村以
党建为引领推进非粮化整治，联合村
级乡贤会力量，打造稻蛙共生致富基
地，党员、乡贤携手低收入农户一起
干，村监委全程参与基地监督管理，实
现了粮食生产和乡村旅游“双丰收”。
吴村村乡贤会会长杨忠毅一直用行动

支持着基地的发展：“基地建成后，我
们几个乡贤就负责帮忙宣传、销售，用
好我们手里的资源，来拉动稻蛙基地
的人气。”

稻花香里说丰年，不仅是吴村村，
今年，通过技术输出，和平稻蛙共生模
式还成功在和平镇城山村、林城镇北
汤村等地建立致富基地 3000 余亩，带
动400余户农户增收3200余万元。

农旅融合再深化，目前和平镇已
经推出霞幕湖景区、“大象公社”亲子
路线、南山漂流等一系列特色旅行路
线，打造来野美宿、阿那度等一批优质
民宿项目。今年以来，全镇各大景区
总入园游客达 17.7 万人次，举办采桃
节、“和平好声音”等特色活动 25 场
次。

强村公司探索致富新路子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全面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和平镇因地
制宜探索强村公司建设，实现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最大化，让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宽。

掩映在和平镇连绵茶山之中的琛碛
碛村，村民以往只种点白茶，过着“忙

一季过一年”的日子。2021 年 10 月，
和平镇成立了南山南实业有限公司，
由琛碛碛村、马家边村、周坞山村、方家
庄村 4 个山区村合力联建，强村公司
以党建为引领，打破了以往各村“单打
独斗”局面，凝聚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乡
贤的智慧与力量，开辟了村集体强弱
抱团发展的新局面。在琛碛碛村乡贤沈
际凡的带头尝试下，南山南实业有限
公司联通了“工在和平”线上平台，精
准对接各村闲置人力资源，助力低收
入群体、农村闲散人员等人群就业。

“我在强村公司培训后学到了技
能，现在不仅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
还开阔了眼界。”今年 50 多岁的敖建
中是琛碛碛村的一名村民，他说：“强村
公司真是开到了老百姓的心上。”原
本他家一年收入全靠自家茶山，一过
采茶季，便赋闲在家，如今，可算有了
稳定的收入来源。

今年 3 月，为持续深化以农村集
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集成改革，
和平镇 23 个行政村全部加入南山南
实业有限公司。为了确保强村公司规
范有序运行，和平镇纪委监察办强化
监督职能，紧盯财务管理、资产处置、
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并运

用大数据手段精准监督不规范行为，
纠治强村公司体制机制不顺、存在管
理漏洞等问题。

搭乘湖州“未来农场”“乐业湖州”
“村游富农”等 12 辆班车，今年以来，
和平镇已成功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1400 余万元，带动中低收入农户户均

增收近万元。其中南山南实业有限公
司借助乡贤的名望和影响力，开启“轻
资产”经营新模式，目前已实现营业收
入超200万元。

聚焦民生携手迈向新征程

和平镇是长兴最早建立党群创
业互助会的乡镇之一，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党群创业互助会深深扎根在乡
村，为低收入农户增收提供了可靠渠
道。

“每年志愿者都会来帮忙采摘销
售，从不缺席。”说起今年芦笋的好收
成，和平镇长城村低收入农户老钱不
禁为志愿者多年的坚持点赞。据悉，
长城村组建了“芦笋青青”志愿服务
队，通过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相结合
的方式，帮助低收入农户搞种植。以
老钱为例，2018 年，他还是个种植芦
笋的门外汉，如今，他基地的芦笋大棚
一亩能产 4000 多斤，他的年收入约 8
万元。

多种形式助农增收，和平镇横涧
村组织本村党员志愿者、发动村级
乡贤联谊会、联合本地网红主播开
展公益直播活动，他们深入茶山、桃
园和梅园，通过网络平台帮助农户
销售农产品，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

共 同 富 裕 的 路 上 ，一 个 也 不 能
少。今年，长兴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第
五纪检监察组指导县人社局会同和平
镇劳动保障条线，多次下村开展调研，
提出了“将人力资源市场建在村社上，
将就业帮扶工作延到家门口”。

率先试点的和平镇，已经成功帮
助 135 名重点人群实现就业，并与优
果科技、鹿达科技等 10 余家单位达成
劳务合作，同时，积极完善社保制度，
为各村社保扩面工作提供了有力支
持。

以新的奋斗托起稳稳的幸福，当
下的和平，正奔向更加幸福的下一
站。

（图片由长兴县和平镇人民政府提供）

长兴和平镇打好强村富民组合拳

绿色崛起，奔向富美之路
杨斌英 许 旭 黄琰

长兴县和平镇，地处浙、苏、皖三省交界处的杭嘉湖平原，素有“长

兴南大门”的美誉。这里山野遍绿、涧溪交错，是历史上的江南佳丽地，

也是自古以来的繁华富庶乡。

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和平镇紧紧围

绕“经济强镇、富美和平”的目标，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

工作迈上新台阶，获得了浙江省生态镇和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称号。

今年，和平镇积极开展“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为全

力开创“富美长兴”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初冬时节，让我们走进和平，感受这片土地奏响的“绿色强音”。

在城山村稻蛙基地，游客钓青蛙体验童年乐趣。

俯瞰和平 风光无限

琛碛碛村基地草莓喜获丰收

和平镇横涧村河长、党员志愿者和长
城村的低收入护河员们联合开展护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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