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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强双富”中看余杭蝶变未来“城市新中心”

创新建设现代化基本单元 全面打造五星幸福体
应 陶 张 柔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提出“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的杭州市余杭区，何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

不久前，余杭提出目标，要建成“创新活力之城的新中心、历史文化名城的新中心、生态文明之都的新中心、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新中心”。为决胜目标，

余杭发布十大工程。

与“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新中心”对标，十大工程之一的五星幸福体工程启动实施。其核心，是余杭将在党建统领下，以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为

突破口，以“强村富民”“强社惠民”集成改革为契机，争先探索建设现代化社区先行示范的有效路径，助力实现“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争当‘两个先行排头

兵’”的目标。

社区，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建设的微观抓手。只有做强了基础，才
有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可能。
因此，余杭认为五星幸福体的打造，需
要从浙江省“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

“强社惠民”集成改革中切入，通过实施
“双强双富”“双十条”举措等，让社区具
备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现代化基本
单元迈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村强、民富，是余杭一以贯之的努
力。努力的方向之一，是接轨市场。

早在 2017 年，仁和街道九龙村就
率先尝试全资成立公司，以专业化运营
开展实业投资，最终带动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每年增加 300 万元。在此基础上，
余杭开始在辖区内铺开推广该模式。
截至目前，余杭已累计成立强村公司91
家，运营的范围也向着更针对精细市场

的内容转变，如农文旅产品 IP 设计、品
牌运营、电商销售等。

除了鼓励村庄建“强村公司”外，
2019 年起，余杭还为乡村招聘农村职
业经理人。拥有高学历、丰富就业背景
的专业人士成为农村职业经理人后，乡
村产业快速实现了结构升级、资源优
化。如余杭街道永安村“乡村 CEO”刘
松，打造“永安稻香小镇”带动 37 个创
业项目落地。

在经历市场的优胜劣汰后，如何实
现村村共富？余杭区委社建委相关负
责人说：“自去年起，余杭继续‘先行先
试’，开始探索并推广‘西部富美’党建
联建新模式。”在此期间，余杭在做优乡
村特色产业上，打造了一批风格多样的

“共富工坊”，并以互助的形式，鼓励不
同镇街抱团发展；针对镇街土地空间、

项目资源受限等堵点，余杭从区级统筹
实施村级留用地“飞地抱团”⋯⋯总而
言之，余杭正在党建统领下，围绕经济、
环境、人才、养老、社会组织等领域全方
位破题发展难点、痛点，进一步缩小城
乡差距、收入差距。今年前三季度，余
杭区 143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5.51 亿
元，村均达385万元。

强村的侧重点在富民，强社的关键
则在惠民。余杭通过培育发展社区基
金会，实现强社惠民。

2021 年，余杭已注册成立社区基
金会 13 家，成为浙江省首个实现社区
基金会镇街全覆盖的区县。

全覆盖后，余杭举办了余杭区社会
企业创客大赛，帮助社区基金会投资社
会企业，借助社会企业开发兼具公益属
性、商业属性、社会属性的公益产品，打

通生产销售产业链。“当产品利润达到
一定比例，企业会返还利润给基金会，
以产业反哺，实现社区基金会自我造
血，满足居民更为精细化的生活需求。”
余杭区委社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经过近年来的成熟运作，余杭也于
近日被列入第四批省级城乡社区治理
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名单，将在后续两年
内进一步探索“加强社区基金会培育发
展 助力社区治理创新”。

此外，余杭也正在未来社区良渚街
道良渚文化村社区尝试成立“强社公
司”，在仓前街道葛巷社区实施“社区伙
伴计划”，在闲林街道良睦社区、瓶窑镇
里窑社区和余杭区供销联社探索开设
社区超市“双社联营”模式，聚焦“社区
发展变革”，大力实施“强社惠民”集成
改革。

产业强基 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奋进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仅仅
是在现代化基本单元中实现物质富裕
并不够，还需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需求。如何实现各类人群的精神富
有？

余杭在“双强双富”工作中，同步构
建起了一个“现代化”服务矩阵。从内
容上看，该服务矩阵整合了党群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民客厅、社
区邻里中心等阵地服务。从结构上看，
该矩阵覆盖三级，从片区级，到社区级，
再到小区级分别打造了三级综合服务
矩阵。也就是说，在服务内容和服务范
围上，余杭均对城乡社区公共服务配套

做了完善。
相较于社区级、小区级，片区级综

合服务体在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更
多。“像社区或者小区，居民类型会比较
相似，可能是老龄化社区，也可能是新
青年居多的社区。但以片区为单位提
供服务，那就要考虑整个片区、多个社
区居民的多样需求。”余杭区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说。

以位于瓶窑镇南山村的“朝夕美
好”幸福乡里共同体为例。在这里，老
年人不仅可以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老年食堂及助餐点上的硬件配
套，还能参与专业的老年人学习课堂。

与此同时，他们的孙辈，也可以在同一
场地中的儿童之家、婴幼儿成长驿站、
托幼机构享受品质育儿服务。在片区
级综合服务体的建设中，瓶窑镇不断推
进着新时代老幼代际融合发展，满足着
辖区内养老育幼的双重需求。

三级综合服务矩阵的打造，以及
“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设，恰似在居民
的生活半径里，画下大小不一的“一刻
共享”社区公共服务圈。而在圈层之中
的“金角银边”里，余杭又建起了嵌入式
体育场地，画起了供给丰富、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的全年龄段“一刻钟健身圈”。

近来，中泰运动公园成了附近居民

每日“打卡”健身的热门地。事实上，这
里原本是一片闲置空地。居住在附近
的横溪社区居民，多为年轻人且高学
历，有较强的健身需求。为此，中泰街
道决心变废为宝，将其打造成集绿地公
园、运动场地、彩色步道于一体的运动
公园。

在余杭，同样是将废弃场地重新打
造成嵌入式体育场地的案例还有许
多。如良渚运动公园、未来科技城中央
商务区运动场等一批典型嵌入式场地
已建成启用。另外，余杭还有 100 余处
省市区级全民健身场地建设正加速推
进。

服务提速 完善优质共享公共配套

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里，有坚实的
物质基础，有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还
要有和谐善美的社会氛围。

美丽的粗浅含义是环境。近年来，
余杭以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和城郊
接合部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为切入点，加
快推进城乡风貌整体提升。

从行动中看，这是一个多管齐下的
过程：在农村，以“未来乡村实验区”建
设，推进未来乡村串珠成链、连线成面，
打造一批未来乡村样板典范；在城郊接
合部，针对周边环境脏乱差和治理短板
等问题，在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环境卫
生、公共服务等方面破题解难；在城市
社区，未来社区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联
动创建，提升小区内外环境。

未来，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交
界处，美丽都会成为余杭环境的代言
词。

美丽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善美人
心。在径山镇小古城村，一直坚持着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
机制。村民们坚信，村里的事与人人相
关，应该大家商量着办。久而久之，“樟
树下议事”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线。

由村及镇，充分民主协商下，径山镇

悄然发生变化：村民调解更高效，村级重
要决策法律顾问参与率达 100%，群众

“烦心事”办结率达98.9%；村庄环境更
美丽，建成省级最美绿道，景区村庄全覆
盖，实现全域水质稳定在三类及以上；乡
村产业更高质，成立“共富发展基金会”，
扶持小微企业、青创客⋯⋯

如今，“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
经从一句话，发展成余杭区民主协商的
大品牌。今年 5 月，余杭“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入选为浙江省首批最佳实
践（社会治理先行示范领域）。

如果说，民主协商为余杭治理体系
建设注入了群众力量，那么，网格智治
使基层治理走向精细化。如五常街道
搭建“小邻通”居民在线服务平台，实时
解决问题1200余个。

目前，余杭已通过基层智治综合应
用迭代升级，将网格分布、“1+3+N”网
格力量、楼道长等全量治理要素接入

“全息视图”，实现了治理要素“一图总
览”。

如今，浙江正向着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举步迈进。余杭，也在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的路径中，不断
拉开共同富裕的县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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