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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言

从城市到乡间，从社区微

循环到城市大循环，从区县间

互联互通到长三角融沪连杭

接湖，从单一功能的健身路径

到阅读城市的旅游载体，从独

立的单一绿道体验到“步行、

骑行、车行、舟行”四行接驳的

多元化生活圈，嘉兴绿道正经

历蝶变跃升、跨越发展。

嘉 兴 环 城 河 绿 道 全 长

6.7 公里，绿道平均宽度大于

15 米 ，项 目 投 资 约 2.4 亿

元。项目于2021年5月全线

建成贯通。沿着环抱嘉兴老

城区的护城河——环城河而

建，一条集绿色生态、人文观

光、休闲游憩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水岸绿廊正在为嘉兴市民

带来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条江南韵味十足的
生态绿道

如今，绿道已成为嘉兴生态宜居
的绿色动脉。在绿道建设者看来，绿
道不仅是表面上的景观道、慢行道，还
有更为丰富的生态价值。

站在绿道上，仿佛置身于生态公
园，常绿树种和色叶植物搭配种植，亭
台楼阁、绿植小品等错落有致，充满了
江南园林的韵味。

绿道改造时，对原有环城路沿线
林带进行全方位梳理，在尽可能保留
沿线珍贵乔木的基础上，调整地被植
物，同时增加紫薇、梅花、樱花、银杏等
体现季节变化的色叶树种、开花植物
和观赏性植物，为绿道点缀亮色。沿
着绿道而行，丽亭、半亭、晴雨轩、和
亭、宣公亭、忘机亭、随想亭、西驿亭等
江南园林式的亭台楼阁随处可见，可
谓一步一景。

除此之外，环城河绿道与环南湖
绿道、环西南湖绿道、杭州塘绿道、苏
州塘绿道等有机连接，成为构筑嘉兴
中心城区生态绿道网的关键“一环”。

一条运河情怀满满的
文化观景道

提升绿道的综合功能，使其成为
展示城市文化、城市性格的一个“窗
口”，嘉兴坚持文旅融合发展的绿道建
设思路，在绿道建设中植入文化景观，
让历史文化更好地进入市民的视野，
正是推动文化景观“活”起来的重要方
式。

嘉兴古城作为嘉兴市的时空坐标
及区域中心，承载着城市千年的记忆，
环城河的两岸绿道沿线更是聚集着嘉
兴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环城河绿
道衔接起春波门、望吴门、通越门（待
重建）、澄海门（待重建）4 个古城门，途
经吴镇公园、人民公园、范蠡湖公园 3
个城市精品公园和月河、芦席汇、梅湾
街3个历史文化街区，沿线坐落穆家洋
房、狮子汇渡口、金鱼发现地、西水驿
等诸多文保景点，重走一大路串联城
市文脉与记忆，展现运河古韵的千年
初心绿道环由此形成。

通过绿道建设，有越来越多的历
史文化元素将被“搬”到绿道上，文化
也将更加深度地嵌入百姓生活，其生
命力和影响力将更加得以彰显。

一条解锁城市新可能的
便民道

绿道建设，一头连接着生态环境，
一头连接着民生，是城乡风貌提升行
动中的重要一环。

环城路的滨水绿道、步行道、骑行
道，实现“三线贯通”，井然有序。环城
河绿道的起点及沿途设置多处交通换
乘点，包括公交换乘点20处，公共自行
车、共享单车服务点百余处，水上码头
4 处，成为“步行、骑行、车行、舟行”四
行接驳的典范，为市民游览出行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伴随着“新时代重走一大

路”主题教育线路的打造，绿道吸引了
各类社会团体和单位组织开展学生参
观、取景拍摄、读书活动、绿道骑行、健
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沿线的夜景灯
光更是成了诸多市民及游客的夜游打
卡点。绿道沿线坐落着的范湖草堂、
禾城驿温暖家等多个城市驿站、城市
书屋，内设置咖啡茶饮、学习及公共便
民服务区域，为居民休闲、游憩、出行、
健身等日常活动解锁了新去处，运营
以来备受好评。据绿道沿线的监控设
施集中控制平台不完全统计，绿道日
均到访6000人次以上。

一条带动共同富裕的
绿色经济带

持续推动绿道建设，就是要聚焦
共富、共享发力。新业态让绿道经济

“活”起来。
环城河绿道建成后，吸

引商业点位入驻 5 个，
招 商 引 资 额 度 约

500 万元，农林、科教、康
体、文旅产业年创收量约
700万元；同时，提供了绿
道养护保洁岗位以及城市
驿站、水上巴士码头等各类
管理服务就业岗位超过 500
个。

“绿道”这个词，已经在嘉兴
被普遍地提及。绿道的优点，从绿
道上一张张百姓的笑脸就能看到答
案。未来，市民对绿道的期待更多了，
嘉兴的建设者们也自我加压提标。

下一步，嘉城建设将以绿道评选
争创工作为契机，再接再厉，继续做好
绿道的管养建设工作，将“匠心向党”
党建品牌融入到项目建设的方方面
面，在项目现场开展党建联建，实现参
建各方党建资源的互联互通互享互

促，从而形成推动项目建设的强大“红
色引擎”。并在项目现场开展工地廉
课，让“廉心在嘉”的嘉城建设清廉文
化品牌深入人心，确保项目建设“廉洁
高效”。

（（图片由嘉兴市嘉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图片由嘉兴市嘉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黄岩区北洋镇：强村富民，乡村经济焕发新活力
陈久忍 戴霞霞 孙红红

“一村一品”
夯实富民根基

走进黄岩区北洋镇岙里村，只见
群山环抱之中，上万只土鸡，正在养殖
场的草地上追逐、觅食。

为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2021年，
岙里村成立强村公司——台州市黄岩
昌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村民
手里流转了 43 亩山地荒地，以“公司+
农户+基地”的模式，建立股份制生态
土鸡养殖场。

公司股份 65%归村集体，35%则
分给低保户，目前已实现农户年均增
收 3 万元，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 25 万
元。

北洋镇创办强村公司，发展“一村
一品”产业，通过“揭榜挂帅”形式，吸引
能人“带智”“带项目”加入公司，激发村
集体内生活力，夯实强村富民根基。

每兴办1个强村公司，镇财政支持
1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截至目前，北
洋镇已成立5个村级强村公司，有力增
强村集体“造血”功能。

3 月底，在北洋镇官岙茭白合作
社，茭白田里，绿油油的茭白苗，已长
到近半人高。在负责人蒋良珍的带领
下，官岙茭白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一起
种植茭白，年产值达 2000 多万元，创
造了15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农户人均

增收8000多元。
此外，瑞岩村与台州绿沃川有

限公司结对，引进富硒水稻项
目，村里负责种植采收，绿沃

川提供技术设备，销售额以
企业统一收购的方式返还

给村里，试种的 30 亩富硒水
稻，为村里带来近 30 万元的收

入；曦禾农场承包了联群村 700
亩土地，通过机械化作业的方式，进

一步扩大生产，努力创建江浙沪菜篮
子基地，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而今，立足实际、盘活资源的强村公
司，已成为北洋镇壮大乡村经济、促进
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飞地抱团”
拓宽增收渠道

近日，在黄岩区北洋镇小里桥村，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省水库移民共同
富裕示范项目——水库移民飞地抱团
第四期（小里桥村新建厂房）项目，正
进行首次集体分红。22 个参股村，根
据参股比例，分别拿到了 2 万多元至
186 万元不等的分红，共计 274 万元。

“我们村分到了 7 万多元，我们将用来
提 升 村 庄 人 居 环 境 ，发 展 生 态 种 植
业。”北洋镇杨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林光义高兴地说。

据介绍，小里桥村“飞地抱团”项
目是 2022 年全省 46 个移民项目中资
金量最大的一个项目，获补省移民资
金 1350 万元、区级配套移民资金 650
万元，包含 2 幢新建的钢结构厂房，税
前租金 352 万元。通过创新“1+21”产
权与股权相分离的运作模式，带动周
边21个资源相对匮乏的移民村共同参
股，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渠道，推动
移民扶持模式再创新，实现了“强村带
弱村、先富带后富”的新突破。

北洋镇正抢抓专项改革政策窗

口，复制粘贴小里桥村的成功经验，探
索推广“飞地抱团”模式，育强村级集
体经济，实现“村村是股东、年年拿分
红”，力争今年全镇 80%以上行政村达
到总收入 30 万元且经营性收入 15 万
元以上。

目前，北洋镇正挖掘村居闲置资
源，加大谋划开发，以库区内 6 个村庄
和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库外 1 个村庄
形成致富联合体，通过“飞地抱团”的
方式，在百林村村留地上新建标准厂
房出租，预计每年实现集体经济创收
300万元。

农旅融合
掘金生态经济

3 月初，在北洋镇蓝美田园内，不
少市民游客漫步花海，采摘草莓，感受
春日的蓬勃生机。

蓝美田园是台州市首批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营地、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开业以来，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
左右，每年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近450万
元，村集体收入每年增加近 26 万元。
今年，蓝美田园计划申请省级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继续做大做强台州研学

基地这块招牌。
近年来，北洋镇以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创建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生态、
人文等资源优势，强化产业品牌培育
示范引领，深挖“农文旅”发展潜力，描
绘村美民富画卷。

2022年，绿沃川农场“连栋大棚叶
类蔬菜 DFT 栽培模式”入选农业农村
部推荐的2022年设施蔬菜机械化先进
模式，被浙江省农业厅认定为“数字农
业工厂”。官岙茭白专业合作社获中
国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北洋清
水茭白”获评省农博会金奖产品。紫
米、绿豆面、清水茭白、空中草莓等特
色农产品远销省内外，农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明显提升。

当前，北洋镇正推动绿沃川、蓝美
田园、曦禾农场、中德农场等多家农业
主体向智慧农业、农事体验、旅游观
光、研学教育等产业延伸，实现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裂变发展。加快瑞岩佛教
文化园综合开发，活力再现桃花岛—
红杉水兵—义城岭红枫古道—瑞岩十
景—五尖山紫米稻等组成的自然生态
观光带。建立“一起趣北洋”文旅总体
规划和推介体系，推出动漫 IP、稻田文
化节、农产品展销和直播带货等组合
传播产品，造足“农旅北洋”的整体声
势。

此外，北洋镇梳理农村闲置资源、
空余劳动力、企业所需、工坊布点计划
等“四张清单”，引导本地企业和乡贤
能人，利用村庄闲置土地或房屋建设

“小橘灯”共富工坊，将无污染的劳动
密集型生产线搬到村庄，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致富。截至目前，北洋镇已建
成小橘灯暖心房 11 个、小橘灯共富工
坊 13 家 ，解 决 闲 置 劳 动 力 就 业 520
人。

在北洋镇党委牵线下，台州添运
工艺品有限公司与瑞岩村建立劳务合
作关系，在村里开展来料加工业务，不
仅为企业解决了用工难题，也增加了
村民收入。据统计，2022年，北洋镇农
民人均月增收 1700 余元，同比前年增
长23%。

水库移民“飞地抱团”第四期小里桥

村新建厂房项目入选 2022 年度省水库

移民共同富裕项目，绿沃川农场“连栋大

棚叶类蔬菜 DFT 栽培模式”入选农业农

村部推荐的 2022 年设施蔬菜机械化先

进模式，“北洋清水茭白”获评省农博会

金奖产品⋯⋯

近年来，黄岩区北洋镇坚持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之路，探索实践“组

织引领、资源挖潜、共富共享、一村一品、产业融合、飞地抱团”六种发展模

式，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2022年，该镇22个村居经营性收入达到587万元，同比增长19%，

总收入达 788 万元，实现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总收入 20 万元村居全覆

盖，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提质成效显著。

当前，北洋镇正立足全省首批特色农业强镇先发优势，推进乡村集

成改革，谋划推进“长潭湖畔”项目，通过集成改革盘活要素资源，打开发

展空间，努力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全力全力 经经济济拼拼拼

敢
为

敢闯敢干敢首

创

（图片由黄岩区北洋镇提供）

北洋镇小里桥村 王敏智 摄

绿沃川空中草莓栽培基地 孙红红 摄

岙里村生态土鸡养殖场 孙红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