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

版式：吴云佳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

版式：吴云佳 专版 29

云石国际滑翔伞运动基地云石国际滑翔伞运动基地

云山峡谷漂流

生态为底
资本要素为乡村“造血”

客观地看，各类资源要素通常会向回
报率高、增长率高的领域或产业转移，而
偏远的乡村往往不具备投资优势，优势从
何处寻？

夏日，位于萧山西南部的佛山村迎来
旅游旺季。这里拥有高山漂流、滑翔伞、
高空秋千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运动项目，
每逢周末，总会有私家车在进村路上排起
长队，他们中有来自杭州市区甚至上海等
地的游客。从无人问津到人气爆棚，山沟
沟是如何“长”出郊野运动产业的？

虽然守着绿水青山，但由于地理位
置偏僻等多重历史遗留原因，佛山村的
经济一度较为薄弱，几乎没有什么产业
可言。旁人很难想象，这个如今的“网红
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不到 20 万元，连村级组织运转都要
靠补助。

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借着“千万工
程”的东风，佛山村启动人居环境优化工
程。从前，房前屋后、田野山间，厨余垃
圾、纸壳空瓶堆放得杂乱无章。为了引导
村民养成自觉的垃圾分类和投放习惯，佛
山村先是在每家每户门前放置了统一的
垃圾桶，可效果并不理想；后来，佛山村推
广“四定一撤”垃圾分类模式，即“定点投
放、定时收集、定车运输、定位处理和撤桶
入户”，使得“门前不见桶”，却能收获“垃
圾不落地”的效果。

诚然，要想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
维护，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
来？2018 年，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实
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对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全域优化
布局。佛山村乘势而上主动求变，成为萧
山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个试点村，原先
寂静的山村也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

说到要“拆”，村民心里或多或少存在
抵触。在佛山村党总支书记钟望达看来，

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最丰富的资源莫过于
土地，要想让农民增收，关键是要处理好
土地问题。彼时的佛山村两委班子深刻
认识到，一时阵痛换取的是长远发展，为
改变全村积贫积弱的局面，再难的硬骨头
也必须啃下来。

通过“拆整”破题，佛山村实现了“一
户多宅”拆尽、超面积辅房拆尽、危旧破房
拆尽、有碍观瞻棚舍拆尽“四个拆尽”，溪
流、断头路、围墙也被尽数打通，村容村貌
有了质的提升，大批产业发展空间得以腾
挪出来。

蝶变后的佛山村，成为戴村打造郊野
运动小镇的原点，戴村抓住契机，做深“乡
贤+产业”文章，充分挖掘乡贤资源，撬动
乡贤牵线搭桥、投资兴业的杠杆，助力乡
村产业蓬勃发展，云石滑翔伞、高空秋千、
云山峡谷漂流等乡贤回归项目纷纷落
户。以漂流项目为例，村集体每年保底收
入超 30 万元，项目营业额超出 600 万元
的部分还将以 5%的比例再回补村集体。
2022 年，佛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600
万元，创造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翻20番的
奇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千万工
程”带来的美丽嬗变是显然易见的，佛山
村通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借助差异化资源禀赋和区域特色，以
旅游开启城市资本要素流向乡村的序章，
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红色引领
产业衔接城市市场

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戴村主
动敞开大门，以党建联建串联资源要
素，打通了自己与城市、大市场的联

系渠道，在这股市场化力量推动下，当
地经济生活正在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变

化。
从一场护花行动说起。每年四月春

风一吹，戴村群山上的野生映山红便竞相
绽放。然而近年来，经常有不法分子上山
盗挖映山红，戴村的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便自发组织了巡山队伍。以全民护花
为契机，一个命为“映山红计划”的乡村治
理数字化实验就此发起。

戴村充分发动村社盘活村里的闲置
空地，鼓励村民打造美丽菜园，并用区块
链技术为村民画像，以贡献论收益。在试
点的大石盖村，所有菜园实行有偿认领制
和末位淘汰制，谁种得好，谁就有优先选
择权，谁积分高，就先卖谁的菜；同时还对
果蔬种植养护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监管。

菜园有了颜值，如何打开销路、产生
价值？2022年3月，“映山红”共富工坊成
立。工坊在戴村镇“映山红”乡村共富党
建联建带动下，建立起优质农产品“种、
产、销”一体化运营机制，推出“映山红”共
富工坊产品品牌。

叫作工坊，却有着“集团思维”。从零
售 业 务 向 集 团 业 务 拓 展 ，工 坊 建 起 约
2000 平方米的农副产品配送中心，可保
障上万户农户产品的收储销售。目前，共
富工坊已累计带动1000余户农户参与种
养殖，累计带动村民增收 360 万余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长 137 万元，工坊年营业
收入预计可达2500余万元。工坊还利用
村庄红色研学路线、智慧农创园等资源推
出乡村特色旅游产品，累计导入游客流量
11000 余人次，带动农旅产业消费 95 万
余元。

近年来，萧山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
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打造各类共富工坊
58 家，形成了“红领·共富工坊”矩阵，其
中 33 家获首批杭州市级星级“共富工坊”
称号。“映山红”作为矩阵的重要代表之
一，以一村示范带动多村共富，在淳安、遂

昌、仙居、武义等山区 26 县建立了 20 余
个工坊产品供货基地，带动销售仙居杨
梅、淳安日晒面等各类特色农产品1.28万
余斤。

抱团主动拥抱城市市场的智慧在戴
村处处彰显。正在开发中的旅拍基地项
目，就是由佛山村与周边 6 个村抱团而
建。周边 6 村原先都属于云石片区的经
济相对薄弱村，抱团模式下，佛山村出地，
其他 6 个村出钱，再加上镇里的配套资
金、运营方的投资款，共同推动项目落地，
预计将为各村村集体经济带来可观的反
哺。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核心是城乡要素
自由流动。借助抱团模式，戴村成功把农
旅产品推向城市市场，人才、资金、科技等
要素由城流到乡,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跳出镇域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本地人常常这样解读戴村，“说村不
是村，它是一片城”。当前，整个萧山正处
于从“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跃迁的战略
转型期，戴村也在主动跳出镇域思维限制，
以更高站位来谋篇布局。随着去年9月时
代大道南延项目全线通车，戴村正式迈入
杭州主城区30分钟交通圈，奔竞而来的不
光有车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贯穿于萧山与滨江之间的时代大道，
是两地跨区域协作的原点。早在时代大
道开建之时，戴村就提前做了产业规划，
联合国有平台创新实施“镇街+平台”的
合作模式，在高架东侧重点打造了V智造
产业社区，引进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
域40余家创新企业。

从2020年戴村V智造产业社区纳入
三江创智小镇整体规划，到 2022 年萧山
实施三江创智新城兵团会战、“萧滨一体
化”专班运作，再到 2023 年湘湖·萧滨合
作区兵团强强联合，戴村积极融入发展大
局，着力完善要素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
地投产。

机遇接踵而至，2022 年 10 月，由部
省市区协同共建的高能级平台——“中国
视谷”启动建设，它以打造“中国第一个世
界级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为目标，作为

“中国视谷”的前沿阵地，戴村迎来产业提
档升级的关键窗口期。

“说村不是村，它是一片城”，在“产”
的厚度中得以体现。2022 年，戴村规上
工业增加值6.12亿元，规上数字经济增加
值3.11亿元，南部欠发达地区的印象已然
成过去式。

在城的气质不断彰显的同时，戴村也
在从产城人文各个领域提升区域能级。

——组织人大代表全程监督跟进项
目进度，通过召开项目实施情况督查、视
察等活动，助推吉利极电新能源、浙报融
媒体发展中心等项目建设，形成政府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做优政务服务，提升营商环境，

推进“就近办”服务下沉，延伸服务触角，
新增水电等业务进窗口；优化服务举措，
积极开展帮办、代办服务；拓展服务功能，
促进党群服务中心与便民服务中心共建
互融，不断增强群众办事体验感。

——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以智
能制造、精密智造为主要导向招引人才，
升级产业园区城市书房、邻里中心、人才
公寓等生活服务配套。

——以村社监察工作联络站为基础，
以映山红圆桌会为核心，整合拓展“20 分
钟”清廉村社综合服务阵地，构建映山红

“清联盟”。
——纵深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以“一支队伍管执法”为抓手，
通过“进一次门、查多件事”的“综合查一
次”模式，抓好景区环境提质与服务提效，
擦亮旅游“金名片”。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率先在全省实现区镇村三级文化管
家全覆盖,开展扫黄打非、绿书签等活动,
新建7个婴幼儿成长驿站⋯⋯

时至今日，“千万工程”之于戴村，是发
展方式的深刻革命，是城乡融合的持续推
进，是乡村价值的涅槃觉醒。一路走来，

“千万工程”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通
过拆违整治、“五水共治”、平安建设等，改
变的却远不止于此。以对“千万工程”的再
深化、再出发，戴村将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接续奋进，在“产业跃升、城市提能、以
人为本、文化兴盛”的跑道上奔竞不息，奋
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戴村样本。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乡村流向城市大量生产要素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因资源要素聚集而获得快速发展城市因资源要素聚集而获得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显现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显现。。直面城乡二直面城乡二

元化的现实元化的现实，，20032003年年，“，“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工程工程（（简称简称““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在浙江拉开序幕在浙江拉开序幕，，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工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工程。。

多年前的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多年前的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也曾面临城乡发展割裂的困境也曾面临城乡发展割裂的困境，，许多村长期顶着许多村长期顶着““经济薄弱村经济薄弱村””的帽子的帽子。。以以““千万工程千万工程””为指引为指引，，戴村镇持续推动人才戴村镇持续推动人才、、资本资本、、技术等发展要技术等发展要

素加速流向乡村素加速流向乡村，，促进城乡功能互补促进城乡功能互补、、经济循环畅通经济循环畅通，，开辟了农村美丽蝶变开辟了农村美丽蝶变、、奔赴共富的康庄大道奔赴共富的康庄大道。。20222022 年年，，戴村镇实现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戴村镇实现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9463946..55 万元万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838..22%%。。

从当年从当年““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到如今到如今““护着绿水青山过富日子护着绿水青山过富日子”，“”，“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给戴村镇带来的是发展理念之变给戴村镇带来的是发展理念之变，，是环境保护之变是环境保护之变，，是经济结构之变是经济结构之变，，一条城乡融合发展一条城乡融合发展

的的““戴村路径戴村路径””清晰可见清晰可见。。

吉利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园项目效果图

“映山红”共富工坊在开展直播带货 （本版图片由萧山区戴村镇提供）

资本要素为乡村“造血”打通城乡经济微循环

戴村镇：闯出城乡融合康庄大道
王心慧 沈 镇 任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