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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支撑
探路和美乡村

眼下，深化“千万工程”建设的目标，
已从“美丽乡村”转变为“和美乡村”。一
字之变，突出强调的是实现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曾解释说，要把“和”的理念贯穿乡
村建设始终，要完善网格化整理、精细化
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最终
把各部门的力量统筹起来，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塘街道，
会发现早有端倪。

和大多数城郊的情况类似，新塘街道
存在责任主体多头、体制机制不畅等共性
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新
塘街道相较同类地区外来人口更多、建筑
工地更多、有形市场更多。仅从最新统计
数据来看，方圆 35 平方公里的地域里，实
有人口 23 万人、出租房屋 8 万余间、小微
企业1100余家。

由于基层治理的不易，早年在萧山平
安建设各项榜单中，新塘街道长时间垫
底。直至 2019 年 8 月，这一现象才有了
转变——平安考核成绩大幅跃升，各个村
社陆续摘掉了“黑帽”。

为什么？在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看
来，主要得益于创新推出“一网统管、系统
集成、全程闭环”的心无忧数字治理模
式。新塘街道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
注重依托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城”的
优势，以小切口谋划大场景，推动跨部门
多业务场景集成应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单来说，就是统筹归集省市区街村
五级民情民意收集渠道，通过“一网归集、
全域纳管”“一脑统筹、先统后分”“一管到
底、全程闭环”“一体参与、群防共治”四措
并举，实现了事件收集、处置、监督的一网
统管。负责该系统的工作人员称，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能做到 30 秒内响应签收、1

分钟内指令处置。
2022 年，浙江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新塘街
道又积极探索“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基层实践，首创“三个一”工作机制。

“一张清单”无遗漏，赋权事项“综合
查一次”。依据餐饮类、羽绒企业等特色
应用场景特点，从 350 项区级赋权事项中
选取高频次、易发现、易处置的执法事项
集成检查清单，形成一个场景一张清单，
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一个系统”无纸化，综合执法“掌上
一网通”。“新塘街道掌上综合行政执法系
统”启用后，无论是执法端还是办事端，都
列明办结流程、材料清单、裁量准则等关
键信息，让执法内容、执法过程记录留痕，
整改结果线上反馈，信息两端共享。

“一个窗口”无差别，行政处罚“最多
跑一次”。探索行政处罚办理服务模式创
新，破解一个违法主体涉及多个违法行为
跑多部门的现实难题。如今，前端受理
15分钟内后端响应，简易事项1个工作日
内办结，复杂事项3个工作日内办结。

眼下，新塘街道还在以平安护航亚运
为契机，迭代升级“一网统管·心无忧”，优化
提升事件流转的办理速度和办理质量，营造

“数字全覆盖、善治润人心”的和美新风尚。

各美其美
构建一村一景

一直以来，我国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
的表现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不
平衡，具体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
服务质量上。

新塘街道实施“千万工程”，有个重要
目的就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
享。过去一年，新塘街道实现城市社区全
覆盖，经社分离全部完成。

目前，44 个村社中已经有一批代表
走在社区服务创新前列。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刚被评为首
批浙江现代社区、省级未来社区的罗婆

路社区。它创新提出“罗婆六边”未来社
区治理品牌，描绘出社区治理的六维雷
达图——以领治、德治、综治、法治、智
治、社治六个治理维度，打造了集善治、
善养、善育、善享、善创、善合、善动等“七
善”为一体的创新模式，解锁社区幸福密
码。

比如，针对辖区幼儿，建设妇女儿童
驿站和婴幼儿健康成长驿站，定期开展亲
子活动；针对辖区老人，增设 209 平方米
的健康生活体验馆，补充老年食堂功能。
此外，结合新新塘人占比较高的实际，开
设一系列各地方言、文化、美食共享活动，
进一步促进新新塘人融入、参与社会治
理。

如果说，罗婆路社区是争创未来社区
的示范村社，那么，新丰村则是在打造城
郊区域的现代社区标杆上下功夫。

围绕共建、共治、共享、共富的建设主
题，新丰村以“一中心四场景”为重点，串
联“综合治理中心”“民生服务中心”“共享
食堂”“会客厅”“共富田园”等五大阵地，
依托数字化建设构建“亲清新丰·朝栖与
共”数智治理平台，破题城郊接合部村社
企业多、人口多、矛盾多的治理困境。

如今，漫步新丰村，映入眼帘的是富
有艺术设计感的文化长廊、自动实现水循
环的湿地公园，以及广场上怡然自得的村
民。村党总支书记说，近20年村容面貌和
各项民生福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尤
其是村级经济，从 2008 年的 400 余万元，
发展到现在的资产破亿元，增长了25倍。”

以上这两个村社是新塘街道全力推
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翻
开一份任务书可以看到，新塘街道各个村
社，根据产业特色与建设程度被划分为

“城市示范区”“拆迁重建区”“产业提升
区”三个区块。除了罗婆路社区和新丰村
外，南晖社区、汇宇社区、文源社区、朱家
坛村、浙东村 5 个村社全力争创第二批示
范村社，剩余 37 个村社对照“七大攻坚行
动”完成基础建设。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绣花针”，穿起高
质量发展“千条线”。新塘街道在做好“顾
老、看小、融新”服务的同时，还通过“党建统
领+网格化治理”模式，持续盘活网格内存
量资源，统筹兼顾整合辖区内一切可支配资
源，着力抓基层强基础、抓发展惠民生。

以点带面、串珠成链，一条具有新塘
标识的现代社区示范引领带正在逐渐成
型，描绘美好家园新图景。

羽绒之都
重塑发展新貌

乡村实现蝶变升华，因地制宜，找准
路径是关键。

“千万工程”实施 20 年来，工业不仅
是萧山整体实力的经济支柱，也是在不
同发展阶段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新塘街道来说，一直走的正是一条以
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村共同繁荣的道
路。

新塘街道被誉为“中国羽绒之都”。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办起第一家羽绒
厂，到后来涌现出一大批以柳桥实业、华
英新塘、浙江三星等为代表的羽绒行
业制造业企业，新塘羽绒的全国市场
占有率一度高达 80%。产品远销
日、韩、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同时，也为农村农民创造
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然而，与国内很多城市城
郊发展遭遇的困境一样，由于环
保要求日益严苛、要素成本不断提
高，新塘羽绒这个传统块状产业，也
面临生存和迁移的压力。

如何在转移外迁生产环节的同时，
还能保留产业集聚优势？继续维持对农
村的带动力？

腾笼换鸟，是新塘街道最好的回答。
按照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具

体步骤是，先将不合格、污染严重的羽绒
羽毛企业关停腾退，然后促使合格企业将
生产加工的环节梯队转移，留下附加值极
高的研发管理总部，同时构建完善的电子
商务网络，将新塘羽绒产品销往海外，擦

亮金字招牌。
如此一来，工业对城乡一体化的拉动

力愈发强劲。
诗丹娜凭借“直播+电商带货”，创下

了最高日销量破亿的辉煌成绩；胜利羽绒
通过“国内分区电商团队+自购海外仓跨
境联合”的方式，成功占据了海外市场的
大量份额⋯⋯数据显示，2022 年，新塘羽
绒行业总产值 83.35 亿元，逆势同比增长
3%。今年上半年，新塘羽绒行业税收
2.96亿元，同比增长64.4%。

同时，人居环境也加速向干净整洁有
序看齐。

对于新塘街道来说，尽管曾经有心护
企，但涉及到环保问题也只能“挥泪斩马
谡”。比如，针对臭气问题，会要求企业给
污水处理池加盖顶棚；针对羽毛乱飞问
题，会要求企业将装卸工作由室外改到室
内。企业如果不能规范生产，只能依法予
以关停。

现在，走在新塘羽绒工业园区，映入
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全新印象。过去
脏、乱、差的局面也随之得到扭转，乡村面
貌从“一处美”迈向了“全域美”。

通常来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受城
市虹吸效应的影响，不少城市的城郊会遭
遇人才短缺、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类型单
一等发展困境。

然而，今年 3 月，第 26 届中国国际羽
绒博览会及同期活动在新塘街道重启。
现场，柳桥集团表示未来 3 年将加快全球
布局，增设 7 家智能工厂；三星羽绒展示
了自主研发了一种羽绒追溯系统，方便消
费者甄别原料产品的优劣⋯⋯可见，新塘

街道的企业仍在不断进取，新塘街道的发
展势能不断增强。

沿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
径，新塘的步伐不停歇。

（本版图片由萧山区新塘街道提供）

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20年来，“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也造福了广大农民群众。

杭州用20年的生动实践证明，“千万工程”打开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径。位于这座城市城郊区域的萧山区新塘街道，则用20年的蝶变发展佐证，“千万工程”是点化

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金手指”。

这个地处杭绍交接地带、先后经历多次大规模城中村搬迁工作的街道，既有城市社区、拆迁过渡区，也有快速发展的农村，客观上存在城郊地区治理、服务、发展等方面的

共性难题。

然而，通过统筹规划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新塘街道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居民化”进程，在高质量发展中全域推进城乡社区现代

化建设，努力打造了一个具有新塘辨识度的城郊发展新模式。

和美乡村走在前，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新塘街道：“金手指”描绘城郊提能升级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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