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9日 星期四16 专版

精细化管理
打造最清洁城市

近日，住在塔山街道建功桥附近的
居民发现，桥下一处简易棚已被拆除，
园林工人补充绿植后，昔日脏乱差的环
境焕然一新。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
题。自从打造最洁净城市样板区精品
街道的目标树立以来，不仅社区工作人
员摸排忙，塔山街道领导干部也一直在

“路上”。今年 5 月，塔山街道干部以步
巡的方式开展“马路办公”，主动走上街
头，深入一线，查找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就这样，通过
用脚步丈量城市，大小问题无处遁形，
破解了城市管理的难点痛点。

垃圾分类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重头
戏”。没有封闭式管理，没有物业托底，
如何做好老旧平房区垃圾分类管理？

塔山街道的办法是以智能流动垃圾分
类收集车代替垃圾分类定时定点环保
小屋。今年 3 月起，青藤社区在仓桥直
街试点运行智能流动垃圾分类收集
车。一天上门收集垃圾两次，平时主要
收集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每月 1 日、
15 日收集可回收垃圾，每月 20 日则收
集有害垃圾。此外，“称重积分”也是该
模式的另一亮点。居民只需在机器上
刷一下社区发放的“垃圾分类管理卡”，
单次投放垃圾的重量和所获积分便自
动计入垃圾分类智能系统，累积的积分
每月可兑换垃圾袋等生活用品。据悉，
老旧平房区垃圾分类管理的创新模式
目前已推广到鲁迅故里社区、沈园社
区、罗北社区，得到较好应用。

良好的环境需要时刻守护。今年，
塔山街道聘任了 14 名“美丽塔山”守护
员，旨在通过守护员的“眼睛”，实时发
现问题，实时上报，在加速问题整改的

同时营造人人参与城市治理的氛围。
塔山街道地处古城腹地，景区商圈

多，人口密度大。今年以来，街道以打
造最洁净城市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
对辖区内市容环境秩序、市政园林养护
等十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开展大起底、
大整治。截至目前已处理占道经营
2654次，维修市政道路问题89处，补种
养护绿化 205 处，拆除各类违建 4865
平方米；并结合省级“污水零直排”标杆
镇街创建，改造完成截污纳管老小区90
个，街道“颜值”得到很大提升。

贴心化服务
助力未来社区建设

“这个小公园的改造，虽然不算什
么大事，却是让我们最满意的贴心事。”
说起家附近这个小小的口袋公园，塔山
社区居民王阿姨赞不绝口。

王阿姨口中的小公园位于该社区
望花坂周边，原先杂草丛生，卫生情况
不佳。塔山街道了解到情况后，组织工
作人员多次入户走访，认真听取居民心
声和意见，同时对照文明城市创建的要
求，将公园纳入“微改造 精提升”项
目。通过增设廊架，铺架座椅，整治绿

化，把近600平方米的单一街头绿地改
造成现在可休憩、可纳凉、可活动的口
袋公园，为周边居民搭建了一个舒心的
交流空间。

社区是城市运行的“细胞”，大到城
市的治理，小到百姓的生活，都承载在
这小小的社会单元里。未来社区怎
么建？品质是关键，贴心服务也必不
可少。近年来，塔山街道“一老一小”
服务不断提质扩面。今年 5 月，罗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爱心服务站
正式启用，作为越城区首家“爱心卡”功
能使用点位，率先向“爱心卡”持卡老人
提供开放式优质服务。罗门社区是老
小区，辖区老人较多，爱心服务站启动
后，将利用震元堂资源优势邀请各地名
医、专家坐诊，为老年人提供包括推拿、
艾灸在内的中医养生特色服务，并不定
期在社区开展中医健康养生讲座和义
诊服务。

如果说罗门社区体现的是贴心的
温度，那鲁迅社区，则展示着未来社区
该有的品质。因为地处鲁迅故里景区
旁，占地近 1000 平方米的鲁迅故里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自带流量与关注度。
走进这里，“鲁迅”元素便扑面而来。“希
望”“呐喊”“一件小事”“南腔北调”⋯⋯

一个个房间都以鲁迅笔下的作品来命
名。鲁迅故里社区党委书记张明兰介
绍，“一件小事”是调解室、咨询室，“南
腔北调”是多功能文化活动室，“朝花夕
拾”是社区书房⋯⋯此外，中心内的“热
风驿站”还设有冰柜、饮水机等设施，外
卖配送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可以
随时在这里歇脚。

尽管开放没多久，该中心的日均流
量已达数百人次。“我们引入了第三方
共同运营，为辖区党员群众和景区游客
提供更加精细周到的服务。”该中心负
责人说。据了解，该中心通过将社区党
建与景区旅游进行融合，一站实现党群
服务、办公议事、便民办事、基层治理、
志愿服务、文化休闲、宣传展示等多种
功能，成为“党建引领，社区主导，社会
参与”模式的一个新蓝本。

文商旅融合
释放古城新活力

千年古韵尽留存，水乡向来如诗
画。文化是城市的血脉，作为绍兴古城

“主战场”的塔山街道，文气之外，满是
朝气。

青藤书屋等一大批古建老宅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活化利用，未蓝文创园
里，蕴含美学的艺术空间让人流连，在
越文化主题文创体验中心，透过沉浸
式的文创体验，以名人文化、宋韵文
化、黄酒文化为代表的越地文化扑面
而来，还有散落四处的小众咖啡馆和
独立书房，处处释放着古城的文艺范。

入夜之后，塔山脚下安静的南迦书
房，切换成另一张面孔。在书店主客厅
里，店主金少卿打开各种电子设备，拿
起了吉他，转轴拨弦三两声，开启了书
店夜生活模式。古城里的小文青们匆
匆赶来，点一杯咖啡或茶饮，欣赏一场
轻松自在的民谣音乐会。

面向年轻人，服务年轻人。像金少
卿这样的青年文创客是塔山街道乃至
整个越城区特别重视的青年创客力
量。今年，街道以打造“文创文旅为业
态的年轻时尚集聚地”为目标，着力狠
抓古城青年创客项目，成功举办了一场
青年创客沙龙、一场政策解读培训和运
营培训。截至目前，已经吸引了 137 名
青年人才加入古城青年创业联盟，涵盖
城市书屋、精品民宿、时尚咖啡、摄影传
媒等领域。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今年以来，
塔山街道举办了多场特色文商旅活动，
打造塔山节会 IP。如在风越里举办的
第二届绍兴古城咖啡节暨全民阅读月
和“来，荡弄堂”风越里仲夏夜集市活
动，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街道
现在举办活动特别注重多种业态的联
动，在古韵中融入现代情趣，创新消费
场景，释放消费潜力。”塔山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

越城区塔山街道：匠心提质绣古城 宜居宜业迎未来
陈 烨 谢春丽

4.3平方公里的塔山街道虽小，却坐拥绍兴古城的“半壁江山”。

这里，既有青藤书屋和徐渭艺术馆这样的人文艺术圣地，有鲁迅故

里沈园这样的 5A 景区，有烟火气十足、被各种年轻集市包圆了的风越

里，又有绍兴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银泰城。丰富的文商旅业态在这

里有机融合，使塔山街道成为古城的文商旅发展高地。

今年以来，借着“迎亚运”的浓厚氛围，塔山街道扎实开展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精细管理、违建拆改等工作，精雕细琢梳理古城整体风貌。与

此同时，该街道通过未来社区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招引特色商业，提升

服务温度，打造了一批以党建智治为基础的普惠共享型社区，实现老有

所养、幼有善育，群众更有幸福感。

鲁迅故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台门党校青年脱口秀活动鲁迅故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台门党校青年脱口秀活动
（图片由越城区塔山街道提供）

塔山眺望古城风貌塔山眺望古城风貌

绍兴古城咖啡节在塔山街道风越里举行

清茶一盏，虽身处大洋彼岸，但亦
能细嗅故乡馨香。

近日，天台县三州乡的茶香搭乘
天台县委统战部组织的活动春风，漂
洋过海到了欧洲。在法国巴黎，三州
籍留学生陈梦姣正在筹备中国茶香飘
世界——天台三州潭茶专场文化沙
龙，活动于 6 月 29、30 日两天在巴黎
的一座复古小咖啡馆举行，旨在弘扬
中国茶文化、和合文化等优秀传统文
化，增进欧洲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促进中欧民间友谊，吸引在欧留学生
回乡建设。

活动邀请到一乐也中国茶工作室
主理人、高级茶艺师、茶叶审评师张乐
女士现场进行茶艺展示，以天台县三
州乡的三州潭龙井茶、石壁红茶为主，
通过独特的茶道技艺让法国民众品中
国茶、学和合道。

这是三州乡“五洲共饮三州茶”

走出国门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三
州乡党委深入贯彻实施“八八战略”
和 人 才 引 进 战 略 ，围 绕 茶 产 业“ 出
山”，茶文化“出海”，留洋人才“归巢”
等目标，深挖茶产业，拓展茶资源，充
分挖掘华侨、留学生力量，促进三州
乡茶产业共富。

据悉，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三州乡
党委就定下“人才回引助发展，乡贤共
谋促共富”的战略，党建引领、以茶为
媒筹划开展系列“出国门”活动，围绕
三州茶产业发展方向拓展“地瓜经济”
内涵。在乡党委、政府的努力下，乡茶
文化人才服务站、乡贤联谊会合作开
发茶文创产品及茶系列衍生品，开发
茶服、茶冠、茶香囊等；邀请新乡贤、天
台沸头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俞
永峰研究制作“茶香盛宴”，以“茶”入
馔，以“香”传世。同时，三州乡投资新
建青叶交易市场，配套直播间，邀请新

乡贤、下屋村党支部副书记裘武涛开
展直播带货，帮助茶农销售茶叶，增加
收入。

同时，三州乡积极开展本地的“五
洲共饮三州茶”活动。通过乡村振兴
专员、浙江树人学院教师唐宝康，邀请
来自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巴基斯坦、
意大利、伊朗等 5 个国家的 7 名浙江树
人学院外籍博士莅临三州，通过沉浸
式体验“采茶、制茶、品茶、评茶”等环
节，零距离感受茶文化的魅力。通过
新乡贤、华侨贺云富，在非洲苏丹建立

“和合茶室”，将三州茶带到了非洲
大陆。

“接下来，三州乡将继续发挥人
才服务站、新乡贤等党建引领作用，
以‘三茶’融合发展为引领，充分发挥
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完善基础设
施，延长产业线，在茶园生态建设、茶
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以产业发

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同时通过茶
文化出海演绎以茶会友、以礼待客的
中华风韵，进一步筑牢文化之根，涵
养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强大魅力。”三州乡党委书记陈加
雷说。

以茶为媒，扬文化、引人才、助共富
胡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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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骁杰

外籍博士在三州乡交流体验茶文化
（图片由天台县三州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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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农家乐主要接待的是
来自各地的游客，还有一些朋友介绍
过来的顾客。自从强村公司成立后，
我们开始面向旅游团以及前来考察调
研的团队做起了团餐，多的时候每天
要接待三四个团队。”畲香菜馆老板廖

昌军谈起强村公司成立后自家农家乐
的一个变化。

近年来，龙游县詹家镇浦山村紧
抓农房管控“牛鼻子”，大刀阔斧进行
村庄整治工作，改变了“脏乱差”的面
貌，摇身一变，浦山村跻身美丽乡村的

行列。村庄美、产业兴，浦山村逐渐明
确了“富美畲乡，亲子研学”的产业定
位，但由于以第三方主体分散经营为
主，村庄变“人流量”为“现金量”能力
较弱。2021 年，浦山村根据村庄定位
及运营发展需求申请成立强村公司，
经村社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和镇政府
备案后正式成立“浙江山哈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并结合全市村办企业整治
乱象工作，规范了财务管理制度和运
营模式。2022 年 11 月，浦山村作为全
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
村现场会考察点位之一，在基础建设
有了极大的提升，也迎来了新一波热
度。强村公司立足实际发展情况，制
定运营方案，明确人员架构、规范财务
制度、合理策划经营项目，镇政府也成
立了专班监督指导强村公司推进开展
具体工作。

“我是去年 11 月底的时候来这里
做职业经理人的，我们山哈旅游目前
主要提供旅游讲解、户外游乐设施运
维等服务。”公司职业经理人吕超介
绍。2022 年 11 月，为推进强村公司发

展更加有序规范，浙江山哈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引进职业经理人，负责公司
日常工作开展，浦山未来乡村运营模
式初显，形成以强村公司牵头，联同村
集体、第三方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产
业联盟，发展成效显著。山哈旅游打
通合作通道，创新合作模式，与村集
体、个体工商户、浙江联众等第三方经
营主体齐发力，在农家乐、特色亲子民
宿运营、畲族歌舞表演等服务中积极
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直接带动百余名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2022 年，浦山村
人均年收入 3.78 万元，并获评了国家
级充分就业村。截至目前，浙江山哈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考察接待讲
解、培训等活动共 121 场、2823 人次，
带动村内农家乐收入持续增长。今年

“五一”期间承办“青春龙游”音乐节，
综合收入达到万余元。2022 年，浦山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8万元。

下一步，浙江山哈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将持续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为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不断增收
贡献力量。

强村公司激发乡村共富新动能强村公司激发乡村共富新动能

浦山村成立山哈旅游强村公司
（图文由龙游县农业农村局、龙游县詹家镇政府提供）

胡 敏

“今年我们又送去了 7200 株吊
瓜种苗，当地老百姓的种植热情很
高，我们也希望煤山的吊瓜能够为汶
川的乡村振兴作出贡献。”近日，湖州
市长兴县煤山镇东风村的吊瓜种植
大户、乡贤温志洪结束了到结对村四
川省汶川县漩口镇集中村的“送苗”
任务。回来后，他又一头扎进村里的
乡贤致富基地，忙着为吊瓜“把脉问
诊”，带动当地低收入农户致富。

长兴拥有中国吊瓜之乡的美誉，
煤山镇是全国吊瓜子的主要加工区
之一。近年来，通过“百贤百企兴百
村”专项行动，煤山镇发掘组织了一
批吊瓜产业的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
借助“村企结对”共建“乡贤致富基
地”的形式，乡贤在发展自身事业的
同时，也更深入地参与了乡镇的吊瓜
产业发展。

据了解，当地吊瓜产业的主阵地
长兴腾农专业合作社，就是由煤山槐
坎福至香吊瓜子厂、槐坎东风野山栝
楼厂、满园香炒货厂等多家乡贤企业
共同成立的。合作社成立后，为解决
当地农户缺乏吊瓜子加工场地和设
备问题，第一时间投资100万元建立
长兴吊瓜产业服务中心，一体配建洗
籽间、污水处理池、水肥泵房、产品展
厅等基础设施，服务该镇 3000 亩吊
瓜日常产销作业。

“这些年，村里通过吊瓜产业的发

展，不但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村庄面
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企结对’
后，给乡贤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村
干部和党员群众共同参与，大家发展
产业的氛围越来越浓。”煤山镇东风村
党总支书记、乡贤温志洪说。

在多部门联动的机制下，目前，
煤山镇形成了企业、乡贤、农户和部
门四位一体的共建模式，也打通了
吊瓜产业优质资源的流入渠道。同
时，在当地统战部门及相关部门的
牵线下，煤山镇与浙江大学农核院
签订了技术指导和种植试点合作协
议，农核院的专家定期来煤山镇的
田间地头指导，手把手传授农户种
植吊瓜的关键技术，为吊瓜产业提
供优质种苗、技术教学以及集中清
理支持。

此外，通过在外乡贤的推荐，煤
山镇还和浙江大学农核院联合在乡
贤致富基地培育改良“长蒌一号”等
系列优质品种，综合运用现代科技管
理模式，实现当年种植当年产出。
2022 年实现吊瓜子行业总产值近
1000 万元，每亩产值超 7000 元，参
与项目的每户低收入农户人均增收
1 万元以上，相关村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增加40万元。

“如今，吊瓜子已经成为我们煤
山发展的一颗‘金种子’，下一步我们
将进一步优化村企结对模式，通过乡
贤力量，将这颗致富‘金种子’播撒到
更多地方。”煤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兴凝聚乡贤力量发展特色产业

小吊瓜成致富“金种子”

村民们正在进行挑吊瓜比赛。 许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