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图片由海宁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海宁市委宣传部提供）

杭海城际铁路杭海城际铁路 杨立超杨立超 摄摄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版式：张飞娥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版式：张飞娥 专版 13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杨立超杨立超 摄摄

时间丈量着发展的进度，也标出了攀登的高度。

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20年来，“八八战略”像一把“金钥匙”，始终引领着嘉兴海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要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在全省有作为，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潮城大地，同心聚力。

如今的海宁，2022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247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3667 元，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千亿俱乐部”，

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大关”，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排名前移至第17位。

刻进历史里的不只是节节攀升的城市“高度”，更有一个个写满希望梦想、饱含时代温度的海宁故事。

长期以来，“二元结构”如同一道高
墙横亘在城乡之间，经济发达的海宁也
不例外。

只有消除差距，城乡才能并肩前
行。海宁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把共同富裕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断放大
城乡一体新优势，统筹城乡水平始终保
持全省领先，并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

近日，在黄湾镇大临村，稻虾共养
项目即将启动。黄湾镇有近百户低收
入家庭，大临村计划让低收入家庭每户
入股 1 万元，项目每年可给低收入家庭
分红，增加其收入。“入股的资金不需要
低收入家庭自己掏钱，而是募集而来。”
黄湾镇大临村党委书记俞正浩说，村里
联系了商会，企业家都热心支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海宁笃实推进久
久为功。通过连续开展八轮“强村计
划”，海宁大力发展“飞地抱团”为主的
市镇两级强村项目，并在全省首创低收
入家庭资产性增收、“十万农民变股

民”、农业标准厂房等增收模式，城乡居
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56∶1，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已经连续12年居嘉兴第一。

民生温度标注着幸福刻度。以民
生需求为导向，海宁持续加大城乡公共
服务优质供给，统筹推进交通、教育、医
疗、住房、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全面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城乡居民共享便
利、同享幸福。

山海相连天地广。海宁、武义，因

山海协作而结缘。6 年来，海宁聚力党
建“红”，建立海宁·武义“山海协作 共
同富裕”党建联建机制，推动海宁武义

“飞地”项目蝶变跃升。共建致富“园”，
加强和完善两地共建共享模式，有效带
动当地 107 个经济薄弱村增收；共铺致
富“路”，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为武义
1000户农户户均增收1万元。

繁华都市在左，美丽乡村在右。在
海宁，不同的是风景，相同的是生活。

温度——
城与乡并肩走在康庄大道上

海宁与潮共生。随着全省“海塘安
澜千亿工程”的启动，守护一方平安的
标准海塘即将迎来大跨步升级。2021
年底，“百里钱塘安澜工程”拉开建设帷
幕，续写了海塘安澜新篇章，推进打造
美丽中国示范样板的世界级滨水岸线。

“天更蓝、地更净、水更清、空气更
清新！”海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河长
制”管理，先后 3 次获得全省治水最高
奖——“大禹鼎”，成功创建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省清新空气示范区等。

好环境就是竞争力，这既是自然的
环境，也是营商的环境。“塘在我在、塘
损我毁”，传承千百年的“跳塘文化”，指
引着海宁把社会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保障。

时空变换，蓝图接力赓续。海宁统
筹发展和安全，夺取省“一星平安金
鼎”；一体推进法治海宁、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建设，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市（县、区），创造一流法治营商环境；
创新建立“14151”社会治理体系，成为
全国首批乡村治理试点县，“西山经验”
创新城市基层治理，“四共四筹”治理模
式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典型案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制度日益完善，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日趋
凸显。

人文底蕴在海宁的城市根脉里厚

植。作为全国文化先进县、省历史文
化名城，海宁文化灿若星河，潮文化、
名人文化、灯文化极具特色，文明蔚然
成风。

4月，海宁举行“纪念金庸先生百年
诞辰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乡韵潮声”
金庸武侠诗词书法作品大赛全国征集
令发布活动。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在
海宁袁花镇。近年来，海宁充分聚焦

“查氏文化”的深厚底蕴，深挖名人历史

文化。2021 年，袁花镇以金庸故居为
起点，锻造了全长6.8公里的“花溪侠影
风景线”。

海宁连续举办 29 届钱江（海宁）观
潮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次直播
钱江潮，“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申遗
工作稳步推进；连续举办徐志摩诗歌
节、“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等品牌活动；
志摩故里·硖石、盐官音乐文旅项目即
将璀璨开放；华表奖、群星奖、省“五个
一工程”奖等文艺精品数量位居嘉兴第
一、全省前列；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发展指数评估位列全省第一，“10 分钟
品质文化生活圈”达到村（社区）全覆

盖；持续深化“浙江有礼 文明潮城”市
域文明新实践。文明创建硕果累累，先
后荣获浙江省文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
称号，并大力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
合发展。

作为“八八战略”的坚定践行者，海
宁以排头兵的姿态走在前列，开拓创
新、砥砺奋进，取得了累累硕果。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
湿”。放眼新征程，海宁将以“八八战
略”实施 20 周年为契机，吹响新的号
角，坚定不移、忠实践行，奋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海宁新篇章、勇当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表率的新征程。

厚度——
有一种好，叫生活在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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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踏浪行
——从城乡协调发展到推进共同富裕的海宁实践

沈烨婷 周志伟

一次照片采集，就能在多个部门的
201项业务中共享通用。

针对政务服务中人像重复分散采
集、无法共享共用难题，海宁作为嘉兴
唯一全省试点县市，率先实施“拍照一
件事”改革，实现了“一窗通拍、全域应
用”。该改革还覆盖了长三角区域，目
前，已通过浙里办、随申办、智慧吴江等
APP 数据共享，实现长三角示范区内
的电子证照跨区域应用。

体制机制创新，海宁一直都是排头
兵。从“四个轮子一起转”，到 3 次“海
宁会议”，再到3次“许村会议”，海宁率
先吹响民营经济改革发展号角。发展
至今，海宁上市公司达21家，经营主体
超13万家。

海宁更是率先在全国启动要素市
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喊出“亩均论
英雄”改革口号。近年来，海宁以“最多
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等重大改革
举措撬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施工业
不动产贷款标准地、企业“股改一件
事”、企业开办“一日办”、“遗产继承一
件事”、“知源码”等一大批创新性改革
举措，全力打造企业获得感最强的国际
品质潮城，在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榜单
中始终位居前列。

海宁和沪杭距离很近，且 20 年来
“距离”不断拉近，走出了一条县域城市
拥抱大湾区、融入长三角的独特成长之

路。2009 年，启动上海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海宁分区开发建设，成为沪浙
首家跨省合作园区，被写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纲要。

深度融合，成色见细节。而今，海
宁全域纳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
展带，加速融入“大虹桥”发展赛道。同
时，从局部融杭走向全域融杭、深度融
杭，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浙江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浙大国际联合学院相继
落户，打造鹃湖科创湖区人才生态样
板，涉及海宁的沪杭城际、杭州机场高
铁等 5 个标杆性项目列入国家长三角
多层次轨交规划。杭海城际铁路工
程建成通车，今年萧山机场北接线
海宁段开工，“鹃湖牵手西湖，潮
城拥抱杭城”梦想成真。

皮革、经编、家纺，是海宁
曾经的三张金名片，特色产业
迅猛发展，块状经济迎来大放
异彩的黄金时代。

从“老三篇”走向“新三篇”，
再 到“ 新 兴 产 业 战 略 三 篇 ”，从

“142”先进制造业集群到“新兴海工
程”，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海宁打
造块状经济升级版，“无中生有”培育壮
大泛半导体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光伏新
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航空航天等战
略性产业。前不久，海宁勇夺首批“浙
江制造天工鼎”。

高度——
创新让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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