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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惠民，加码幸福感
“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沈雅芬：“大飞碟”里的未来生活
本报记者 李 茸 王志杰 共享联盟·南湖 许颖佳 钮宇萍

沈雅芬：“大飞碟”里的未来生活
本报记者 李 茸 王志杰 共享联盟·南湖 许颖佳 钮宇萍

朱玉堂：一条路带来的新故事
本报记者 石 磊 潘秋亚 共享联盟·浦江 吴晓凯

在乡村，也能同科技和未来撞个
满怀。

从嘉兴高铁南站驱车往南十几分
钟，一座酷似飞碟的建筑便映入眼帘，
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渔里未来社区的
邻里中心到了。

作为新晋网红打卡点，渔里未来社
区总有许多人特地来拍照。年近六旬
的社区居民沈雅芬掏出手机，“咔嚓”一
声，将一群时髦女孩与“飞碟”的合影收
入镜头中。

“以前，我们去城里公园照相；现
在，城里人来我们未来社区打卡。”沈雅
芬说，社区里的好东西两只手都数不过
来。说这话时，她满眼都是幸福的光。

以“八八战略”为指引，2004 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制定实施《关于建立健
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着手系统性地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
城乡发展差距和民生“短板”问题。从
此，沈雅芬等各地城乡老百姓的命运与
这纸意见紧紧相连。

渔里未来社区的前身是余新老街，
生活着 500 多户人家，沈雅芬在这里住
了三四十年。随着岁月流逝，老街“病”
了：房屋陈旧、环境杂乱等问题日渐
显现。

“为了改善老街居民生活环境，我
们也动足了脑筋。”余新镇副镇长陈曦
说，2009 年，镇里将老街上的土路改成
水 泥 路 ，重 新 规 划、铺 设 排 水 管 网 ；
2015 年，新建两座公共厕所；2017 年，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路灯、步道、
外墙等进行了涂刷、修葺。

借着嘉兴高铁新城规划建设、市域
一体化等机遇，余新镇发展迅速。陈旧
的老街与日新月异的镇区形成鲜明对
比，沈雅芬和老街上的住户对品质生活
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征迁被提上日程。老街位于老镇
区黄金位置，周边配套成熟，若用于商
业开发，能为镇里带来不菲的土地出让
金和可观的发展空间。而建未来社区，
不仅土地利用率不高，而且投入大，从
短期来看是一笔“亏本买卖”。

但几经讨论，镇里终于统一思想：
不算经济账、眼前账，算民生账、长远
账，高标准、高质量打造未来社区，用可
感知的、有温度的服务连接人与人、人
与空间。

2022年1月，渔里未来社区首栋建
筑——邻里中心开放，沈雅芬和邻居们
成了首批受益者。

一进邻里中心大门，沈雅芬自告奋
勇当起了“导游”。一楼一站式服务大

厅中，几位居民正在自助机上办事：给
公交卡充值、缴纳水电费、查询社保缴
纳情况等，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会操作的老人还可以找志愿服
务者，有专人帮忙，喝着茶就给你办好
了。”沈雅芬享受过好几次服务。据了
解，通过自助机能办理长三角地区 14
个城市的 415 项事项，居民不出社区就
能办好许多事。

二楼的智慧诊疗室是未来社区与
嘉兴市第一医院合作打造的医共体，医
院会定期安排全科医生在这里坐诊，当
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坐诊医生会帮居民
通过视频问诊转到其他科室。如果需
要去医院就诊、检查，坐诊医生也可以
提前帮居民线上预约挂号及预约 CT、
胃肠镜等检查。

之前，沈雅芬的老邻居陈珍凤肠胃
不舒服，在这个大屏幕前与嘉兴市第一
医院的医生进行了十分钟的视频面诊。

“没想到，看病能有这么方便。”在
沈雅芬过往经历中，不管是办事还是看
病，很多时候都要去嘉兴市区，算上路
上和排队时间，起码得大半天。

这些年，随着政府各项民生实事的
推进，去近一些的镇便民服务中心也能
办不少事，市区的优质医疗资源逐渐下
沉到余新镇中心医院。总之，在未来社
区 ，家 门 口 就 能 智 能、高 效 地 办 事、
看病。

沈雅芬的感知，都是未来社区的
“应有之义”。2019 年，浙江启动未来
社区建设，打造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
化、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新平
台。2020 年，渔里未来社区项目入选
省第二批未来社区试点名单。

沈雅芬特意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
片：她抱着 7 个月大的外孙女妮妮在邻
里中心参加亲子活动，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

笑容，来自未来社区生活的温度。
老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志愿者
之家、嘉兴图书馆分馆、老物件展示馆⋯⋯
聚焦“一老一小”，邻里中心 21 个功能
区根据人群特点，举办各种活动，每到
周末、节假日，这里的人气更旺。

走进顶层的数字植物园，一株高大
的灌木被圆柱形透明玻璃环绕，底部还
有一些兰花和小草，形成一个封闭的数
字植物仓，仓内的水分、氧气、光照等环
境数据都被传感器记录，并显示在前方
屏幕上。一群刚刚放暑假的孩子正认
真地听着工作人员讲解，还不时提问。

生活在未来社区，除了未来感，还
能找回诗与远方。

沈雅芬带着我们来到不远处的筒
仓艺术中心。远远眺望，四个灰色的高
大圆筒与玻璃幕墙有机结合，显得前卫
时尚。

筒仓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老粮仓和粮库。粮仓旁就是海
盐塘，小时候每逢秋收，沈雅芬总会跟
着父母撑船来卖粮。经过改造，这里已
成为未来社区的文化地标，不定期开展
各类展览、高端品牌走秀、品牌宣讲等
活动。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筒仓艺术中
心的设计者是一位英国建筑大师，今年
刚 刚 荣 获 建 筑 领 域 的 国 际 最 高 奖
项——普利兹克建筑奖。

今年 4 月才开放，沈雅芬就已经在
这里看过两场展览。她感叹：“在家门
口能看到‘西洋镜’，还蛮有意思的。”

走出筒仓艺术中心，滑板公园、羽
毛球馆、儿童运动乐园等错落有致。“等
外孙女再长大点，就可以带她来这边玩
滑板、打羽毛球了。”沈雅芬充满期待。

在渔里未来社区，包括邻里中心、
筒仓艺术中心等在内的各种公共建筑、
配套的面积就占了三分之一，为居民生
活提供邻里、教育、健康等九大场景。

梦想照进更多人的生活。2023 年
起，浙江省全域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到
2035年基本实现未来社区全域覆盖。

我们相信，在更多未来社区，会遇
见更多的沈雅芬。

扫一扫 看视频

如今的渔里未来社区。 共享联盟·南湖供图 曾经的余新老街。 共享联盟·南湖供图

沈雅芬在渔里未来社区邻里中心的自助机上办事。 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云雾缭绕下的新光村和宽敞的S210省道。 虞宅乡政府供图

朱玉堂（左）向游客讲解廿玖间里创客联盟。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沈雅芬，1966
年出生，浙江嘉兴
人，中共党员。现
为嘉兴市南湖区余
新镇渔里未来社区
区域居民组长。

朱玉堂，1948
年出生，浙江浦江
人。曾任浦江县
虞宅乡新光村村
委会主任，现为新
光村义务讲解员。

数说20年
截至2022年底，全省基本养老、工伤、失

业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分 别 为 4520 万 、

2767万、1851万，比2002年底分别

增加3876万、2541万、1461万

20年来，我省高校数量由68
所增加到109 所，普通本专科在

校 生 规 模 增 长 到 2002 年 的

3.19 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 66.3%，较 20 年前增长了

46个百分点

我省人均预期寿命从 2003 年

75.61 岁上升至2022年82.3
岁，人群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

家水平。健康中国行动考核连续三

年全国第一

县级公立医院中

累计创建三级甲等医院

14 家、三级乙等医院

61 家，县域就诊率达

89.54%

扫一扫 看视频

从杭金衢高速浦江出口下高速，沿
着宽敞的 S210 省道浦江段（原 20 省道
浦江段）往西北方向开车约 20 分钟，就
到了新光村。

S210 省道沿线的浦江县虞宅乡新
光村和朱宅、利民等村，串起了一个以

“清境、亲乡、轻度假”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景区，它有一个更为好听的名字——
茜溪悠谷。雨中的新光村，一派奇峰叠
嶂、幽谷秀水的古村景色。

要想富，先修路。路，对于一个地
方来说，既是发展的捷径，也是老百姓
生活便利度提升的刚需。而对于 S210
省道的修建，浦江老百姓依然记忆犹
新、难以忘怀。

2003 年 9 月 18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浦江下访接访。
接访时，有群众反映，20 省道浦江段因
年久失修，严重制约了山区的经济发
展。习近平同志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
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
要建好。2005 年 10 月，新路全线贯
通。沿线村民给习近平同志寄去一封
盖有 97 个村民委员会鲜红印章、代表
20多万村民心意的感谢信。

对此，新光村村委会原主任朱玉堂
有一肚子话要说。

“这条路，真是我们村发展的康庄
大道。”一见面，朱玉堂就侃侃而谈。路
修好了，货来货往，经济发展就快了，村
民出行也更加便利，“我们是打心眼里
高兴。”

2005 年，为寻求脱贫致富之路，新
光村创办了村里首家水晶玻璃工艺品
加工作坊，简单粗放的玻璃珠加工技术
由此进入当地百姓的视野，水晶玻璃加
工产业也在随后10年在村子里铺开。

“因为从杭州到义乌的省道穿村而
过，便利的交通使新光村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也为村民们带来了致富新途
径。”2007 年开始担任新光村村委会主
任的朱玉堂带头招商引资，鼓励各家各
户出租老房子，由村里统一帮村民解决
出租房水电问题，并开始接洽一批批水
晶客商。

2014 年起，浦江将“四边三化”“两
路两侧”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
结合，推进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将公路
与沿线的美丽乡村、民居民宿、人文自
然景观融为一体。

如今，畅达的交通带来的不仅仅是
这些。一条美丽道路串联起一个个景
点、一家家民宿和农家乐，带来了老百
姓的幸福生活，带回了归乡的游子，也
带来了村庄的蝶变。

“全省‘五水共治’第一枪在浦江打
响后，村里腾空了所有水晶作坊，并对
老屋进行修缮，打造创客基地，大力发
展旅游业。我也从当年参与引进发展
水晶产业的村干部，变为讲述老屋绿色
之变的义务讲解员。”朱玉堂说，旅游观
光，现在成了新光村的新产业。

村里的灵岩古庄园始建于 1738
年，被誉为“江南乔家大院”。古色古香
的五个厅堂各具特色，青砖黛瓦层层叠
叠，马头墙此起彼伏，保护完好的壁画
随处可见，做工精细的古门窗透露着岁
月的痕迹⋯⋯满眼所见，皆是历史的沧
桑，游客们在流连忘返中脚步不觉就慢
了下来。

村口的茜溪和瞿岩古道在雨中时
隐时现，朱玉堂指着远处层峦叠嶂的笔
架山，感慨地说：“几年前，我们村溪水

流过的农田，连稻子都不长。村里的变
化大不大，茜溪和笔架山就是最好的见
证者。”

“以前村民靠把老房子租给外地水
晶商人一年赚房租几千元，代价是生态
环境变得脏乱差。现在开农家乐、民宿
最多的一天就是数千元，这本账大家都
算得过来。”朱玉堂表示，节假日来自长
三角地区的客人很多，旅游收入不断
增长。

“改造前的 20 省道浦江段 47 公
里，我们去杭州方向要翻半个多小时马
岭，去浦江县城要翻近半个小时的杭口
岭，新省道两条隧道建成后，分别是
1680 米和 1068 米，只要几分钟就穿过
了。”一路上，朱玉堂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S210省道给新光村带来的新变化。

除了游客，这条路还引来了全国各
地的创客。

每天早上，浦江人陈青松从县城开
车出发，沿S210省道来到新光村，开始
一天的工作。

2015 年下半年，新光村成功引进
浦江县青年创业联盟，为创客打造创
业平台，助力古村复苏。

浦江青创联盟的负责人陈青松抱
着振兴乡村的理想来到新光村，“掌舵”
廿玖间里创客联盟。而创客联盟所在
的廿九间里，是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浦江现存最大的单栋古建筑，以其 29

间房子而得名。“创客基地成立的头 3
年，大家享受了政府优惠政策。”陈青
松说。

如今，咖啡馆、艺术馆等业态在
当 地 支 持 下 已 建 立 起 来 ，基 础 设 施
建得越来越好。

漫步雨中，新光村人气不减。我们
看到，这里转角就有咖啡吧、小舞台，有
手工、美食、园艺体验，有古村探营、创
意活动等多元的项目，可以让人玩到尽
兴，犹如置身丽江古城。

黄宅镇陈铁店村村民李清标从小
跟着做梨膏糖的父亲李期银走街串
巷。“路修得越来越好，新光村的环境越
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也在这里
安定下来，开了手艺店，想多增加点收
入。”李清标告诉记者，“特别是朱玉堂

‘老村长’的热情打动了我，他就像一个
‘金牌讲解员’，经常带着客人来我店
里，对我们的产品非常了解，从特性、传
承、配料，都能一一介绍。”

而在自家门口摆火糕摊的朱美英
也是满脸笑容，招呼着来来往往的游
客。看到我们，她大声招呼：“来来来，
刚煨好的玉米火糕，尝一尝，可香了！”
只见她一边将一个个烤得金黄的火糕
放到米筛上晾，一边把已经晾干的火糕
拿给我们品尝。

的确，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的是幸
福生活最真挚的笑容。

如今，驾车沿着 S210 省道浦江段
一路行驶，民居雅致、植被茂盛，令人流
连忘返。满载农产品的货车把沿线村
庄的新鲜果蔬源源不断地运往城市，各
色的大客车、私家车也源源不断地载来
游客。游客眼中的这条网红路、村民心
中的致富路，包含的，其实就是实实在
在的民生。

数据来源：“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浙报制图：陈仰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