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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链补链
做大产业共富“蛋糕”

产业兴，才能百姓富。经济可持续
增长，从根本上看要靠产业发展。前不
久，日本电产汽车马达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旗舰工厂破土动工。该项目达产
后预计年产能 100 万台，年产值可达
80 亿元，将实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关键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

“工厂的建立，不仅将促进平湖新
能源车产业链的完善，也将为平湖经开
区做大产业共富‘蛋糕’提供助力。”平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钟埭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李振华说，近年来，平湖经开区
聚焦先进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两大主
导产业，加快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
和产业升级，全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平湖经开区
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近年来，平湖
经开区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通

过引育一批“链主”型企业、做精一批强
链型企业，强势带动产业链横向拓展、
纵向延伸，并向高端迈进。目前，已集
聚李尔、蒂森克虏伯、纳铁福等一批全
球汽配百强企业以及长城汽车整车项
目。今年 1 月至 11 月，全区汽车及零
部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176.8 亿元，同
比增长21.3%。

产业要发展，链上企业必须稳。
为推动形成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带
动性强的汽车产业链集群，今年平湖
经开区建立汽车产业链党建联建机
制，构建“党建引领、行业领跑、产业链
接、互促共赢”的发展格局，同时，平湖
经开区纪工委着力监督推动破除营商
环境“中梗阻”。在机制的促动下，平
湖经开区先后举办两场产业链供需对
接会，促成11家供需企业达成合作，直
接促成配套供应合同金额超 8 亿元，实
现了汽车产业链党建和链上经济发展
双促进。

组团联建
跑出强村富民加速度

这两天，在平湖经开区沈家弄村，
总投资8580万元的公共码头项目正如
火如荼建设。作为平湖经开区2022年
推动“村强民富”的新项目，该码头由 3
个行政村经济合作社“抱团”众筹而
成。“码头启用后，每年将直接带动 3 个
村村均增收 100 万元。”平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钟埭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马美洪说。

抱 团 ，让 村 更 强 ，民 更 富 。 自
2006 年起，依托平湖经开区经济主平

台的优势，平湖已连续 16 年实施“飞
地抱团”模式，即鼓励各村把零星的建
设用地指标“飞”到平湖经开区建标准
厂房，通过用地指标置换并折算资金
入股，让村集体每年获得稳定分红。
前不久，平湖经开区的“组团联建跑出
强村富民加速度”成功入选全省《深化
党建联建机制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
设案例集》。

眼下，走进平湖经开区北部，德国
产业园、钟溪印象·樱花里⋯⋯一个个
飞地抱团项目拔地而起，成了致富增收
的“聚宝盆”。平湖智创园由全市 36个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平湖经开区共同投
资，村集体入股 1.54 亿元。马美洪说，
每年平湖经开区会按 10%的固定收益
分红发放到村。在纪检、审计等部门监
督下，智创园一期自 2018 年开始分红
以来，该项目已累计分红7726万元，参
与村年均增收42.92万元。

“先富带动”，跑出山海联动共享
“加速度”。这几年，平湖又先后与青
田、文成、龙泉合作，通过跨区域“飞
地”，在平湖经开区共建省级飞地小微

企业园。据了解，3 个项目预计年分红
资金可达 4000 万元，将助力三地 385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2021 年，平
湖入选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首批试点名单。

集聚合力
激活强社惠民“春水”

近日，在平湖钟埭农贸市场二楼，
一个装饰一新的家宴中心即将对外营
业。“作为强社公司运营的惠民项目，预
计每年创收可达 70 万元，所得收益将
全部用于服务居民。”平湖市钟溪社区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强说，今年 9
月，平湖经开区按照“党建+经营+治
理”模式，由 9 个社区抱团成立全省首
家社区集体抱团强社公司。目前，该公
司已列出十大“强社”项目、十大“惠民”
项目，将惠及8.9万居民。

激活强社惠民“一池春水”，不止一
个强社公司。据了解，聚焦强社惠民，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近年来，平湖经开区通过社社共建、

社企共建、异地联建等方式，不断加速
资源优势互补，激发社区共建共融活
力，切实推动一批群众、企业和基层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得以解决。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钟埭街道）
党工委委员徐芸说，这两年，围绕“我为
群众办实事”，平湖经开区与 300 余家
企业“连心”结对，实现社企共建共享。
去年年底，三友社区联动结对企业津上
精密，建起了一个 2500 平方米的连心
公园。眼下，这座公园不仅方便了周边
的职工与百姓，也让社区与企业联结更
紧密。

社区建设，没有局外人。针对辖区
人员结构复杂、治理难度大等特点，钟
埭社区打造“新乡邻”党建品牌，提升治
理效能。在党建品牌指引下，通过异地
党建联建，钟埭社区党委与丽水市庆元
县龙溪乡驻嘉平创业党支部联合推动
了一批结对共建实事项目。例如，创新
打造的“钟庆”共富工坊，帮助庆元低收
入群众销售茶叶、菌菇、笋干等20多种
当地农产品。

平湖经开区：厚植产业底色 共绘幸福图景
宋美恩 曹金凤

这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

作为平湖市的经济主平台，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钟埭街道）开发面

积仅 16.19 平方公里，却集聚着 1000 余家企业。今年 1 月至 11 月，全区

25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593亿元，同比增长7.2%。

这也是一片丰饶幸福的所在。

在这里，村均破千万，全域无弱村。2021 年，平湖经开区 3 个村经常

性收入均创历史新高，包揽平湖全市前三，村均经常性收入达到千万元。

近年来，平湖经开区紧扣全力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标杆这一新目

标，在产业致富、城乡共富上下苦功强举措，通过厚植产业底色，共绘幸

福图景。

（（图片由平湖经开区提供图片由平湖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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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沈荡镇：创新机制 铺展美好生活“幸福路”
邱铖焱

近年来，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不
断探索共富新路径，依托“共富工坊”
等载体，不断激发乡村美丽经济，努力
实现更全面更广泛的精神富裕，铺展
百姓美好生活“幸福路”。

沈荡镇通过党建联建机制，实施
惠民“共富项目”，同时，统筹镇司法
所、派出所、综合执法队、信访办公室、
禁毒办公室、村（社区）调解组织、社会
组织等十多个单位建立“清纷联盟”，
由干部带头，社会各方力量参与，集结
纪检监察、人大监督等各方保障力量
参与，发出“问能问效问廉”的“三问”，
做实“监督的再监督”，让纠纷调处工
作驶入快车道。今年以来，“清纷联
盟”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54 起，
走出一条“党建+调解”基层治理新路
子。

沈荡镇还与“和悦里”工程项目
方、建设方、投资方四方党组织合力成
立“和悦里”建设项目临时党支部，签

订共建合作书，积极推进红色工地与民
生实事联创联办。此外，沈荡镇开展

“共富·同行”民生项目领办活动，为群

众提供各类服务活动、解决问题，推动
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动员党员 50 余
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20 余次，走访帮

扶困难群众 10 余户，持续在重要任务、
中心工作、关键区域中释放先锋力量。

为描绘共富路上“好风景”，沈荡镇
农业农村办、村镇建设办与 12 个村社
通过“联合议事”“亮晒评比”等活动，落
实“四联动、三排查、二整治、一常态”机
制，并由党组织书记、网格长、微网格
长、党群中心户成立评定小组，定期开
展检查评比。今年 4 月以来，通过网格
化整治管理，共排查农房 4300 余户，打
造“优美庭院”示范村9个，建设“美丽河
湖”6条。

近年来，沈荡镇不断拓宽强村富民
新路径，由镇党建办牵头，联合经发办、
农业农村办以及各群团条线组成专班，
全面排摸梳理形成本地资源、供给需
求、政策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低收入
农户）四张清单，发挥政府、社会、行业、
企业各方力量，多方位探索“共富工坊”
模式。截至目前，已打造“共富工坊”8
家。

据了解，沈荡镇还结合“网格连心、
组团服务”工作，实现“共富工坊”红色
管家全覆盖。通过开展“党员进网格、
联户送服务”行动，工坊红色管家、党员
与村内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微网格长
密切合作，将订单需求第一时间输送到
户，同时将各村劳务用工、帮扶救助、技
术培训等需求收集反馈，实现有效双向
互动。截至目前，已开展针对性网格服
务 560 余次，帮助 100 余名农村剩余劳
动力再就业，有效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沈荡镇广泛提升党
员带富力、群众致富力、共富聚合力。
比如送课到基层，今年 3 月份以来，沈
荡镇开设了“共富·育苗”“共富·领雁”

“共富·赋能”等系列课程，通过理论讲
学、现场教学、实践研学等方式，培训
373 人，切实提升了广大干部服务能
力、带富能力；送技能到人，依托各基层
培训点，定期邀请老师开展电商、面点、
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 12 场，培训

人数 236 人次；送文化进村，依托党群
服务中心、红色驿站、文化礼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等阵地，组织志愿者深入村
社，送去一场场精神文化盛宴，并聚焦

“一老一小”，打造“暖心回荡”公益培训
品牌，开设“童心绘画”“金色阳光”等六
大培训项目，今年以来，已开展书法、绘
画、篆刻、太极、瑜伽等各类文体公益培
训60余场。

海盐县沈荡镇万好蔬菜基地
（图片由海盐县沈荡镇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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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沈荡镇美丽乡村航拍 海盐县沈荡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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