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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外在美”激活“发展美”提升“内在美”

慈溪“三美”齐绘新乡村
翁云骞 陈 晨 周品品

喝一杯村咖，品一餐梅宴。夏日，宁波慈溪市匡堰镇楝树下艺术村落游人如织。通过盘活闲置民房、废旧厂房等要素资源，名不见经

传的浙东小村成了人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村”。

运笔“千万工程”，二十载接续描绘乡村现代化新图景。

本世纪初，作为浙江县域“老大哥”的慈溪遭遇发展瓶颈。星罗棋布的块状经济为当地带来富足与名气的同时，也为城乡环境带来了

整体性压力，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显露出诸多短板。

从单项突破到整体发展到城乡一体，从“千村一面”到“各美其美”再到围绕“一统三化九场景”建设的未来乡村。作为山水资源较为

匮乏的平原经济强县，在保持民营经济特色活力的前提下，慈溪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推动乡村系统变革，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城带乡、城

乡互促”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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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发展,治理是关键。围绕党
建引领带动、片区组团发展、联动智慧治
理等方面，慈溪逐步形成附海镇“三老
一贤”、村级自治数字平台“桥头分”等乡
村自治实践模式，探索出新时代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慈溪之路。

村里大小事，村民齐参与。慈溪健
全完善新时代村规民约和村社章程，加
强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附海镇
东海村建立了由33名成员组成的“三老

一贤”人才智库，分设三务公开小
组、工程监督小组、个人建房

理事会、村务决策顾问
团、在外乡贤顾问团等

专设队伍，进一步加
强村民对村级事务
的监督。

乡村社区化，
对治理也提出更
高要求。近年来，
慈溪市着力推进乡
村专职网格员队伍

规范化建设，将“基
层治理四平台”的专业

力量下沉网格一线，提

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此外，慈溪还探
索“微网格”治理模式，打通服务村民“最
后一米”。

以数为媒，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慈溪
“群治分”基层治理应用激活用户近50万
人，日均活跃人数超过1.6万人，依托“群
治分”开展各类治理活动6700余件。在
桥头镇，网格员通过“群治分”发布巡防活
动，村级活动每次参与人数均超150人。

慈溪还积极探索“一件事”联办改
革，推动政务服务 2.0 镇（街道）延伸运
用，提升村级服务能力。截至去年底，全
市330个股份经济合作社上线运行村集
体“三资”监管系统，实现了“零现金”全
流程闭环。

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慈溪持续深
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创载体，270 家
文化礼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融合提
升，“姐妹驿站”开展帮扶关爱、家事微调
等精准服务。育队伍，慈溪市目前共有
志愿者 34 万人，其中大半活跃在乡村。
仅匡堰镇就有“老励工作室”等注册志愿
服务团队 46 个，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365
天不打烊，成为当地乡村一景。

治理强化、数字赋能
全维度提升“内在美”
治理强化、数字赋能
全维度提升“内在美”遥望田畴如画、沃野锦绣，脚下小

桥流水、瓷韵悠然。漫步慈溪乡间，总
会有既现代又浪漫的独特感官体验。

作为浙江经济发展先行区，慈溪
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的过程中，格外注重“统一”二字。统
一，是城与乡的统一，是规划与建设的
统一，更是基础性工程与个性化方案
的统一。

凝聚合力，统一推进。以“千万工
程”为牵引，慈溪每隔若干年便推出一
项有鲜明慈溪特色的乡村改造提升工
程，聚焦重点任务，解决共性问题。

2003 年开始实施新环境百村改造
工程，70 个试点村先行先试，完善村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2009 年起
推动农房两改，集中解决农村建房难、
建房乱问题；2011 年以后，又相继推进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美丽乡村
升级版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等
工程，由点及面，全面提升县域村庄整
治建设水平，改变城乡风貌。

“无规划不设计，无设计不施工。”
慈溪将乡村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休闲

旅游规划等体系充分融合，集聚
优 势 资 源 ，连 网 成 片 、扩 大 规
模。“十二五”以来，慈溪每年投
入美丽乡村建设的专项资金都
在 1 亿元以上。2018 年，慈溪
创成省美丽乡村示范县，2022
年又创成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
范县，连续 5 年获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优秀。

久 久 为 功 ，醇 美 乡 村 展 露 新
颜。翠屏山北侧，全长 33 公里、曾备
受小型块状经济转型发展之痛的沿山
精品线通过分阶段开发改造，实现了生
态环境和村庄风貌根本性重塑。依托
青瓷文化、红色文化、古村文化，沿线六
镇十八村纷纷掘金“美丽经济”。徐福、
双湖、岗墩等靓村打响知名度，方家河
头村年接待游客人次更是超过了 80
万。

发力统筹发展，慈溪城镇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持续向农村延
伸，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节节攀高。作为
浙江唯一的全国农村医疗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化专项试点地区，慈溪形成特色

鲜明、成效突出的农村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慈溪模式”。慈溪
还 实 现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村（社
区）全覆盖，3 万
余名老人享受助
餐 等 20 余 项 服
务，数量全省领先。

凝聚合力、统一推进 全方位塑造“外在美”

不只塑形不只塑形，，更要提质更要提质。。深入实施深入实施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重塑乡村风貌的同时重塑乡村风貌的同时，，慈溪慈溪
也着力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也着力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农业向规
模化特色化经营发展模化特色化经营发展，，由此推动县域村由此推动县域村
居实现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居实现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暑期暑期，，慈溪坎墩都市农业生态园人慈溪坎墩都市农业生态园人

气颇旺气颇旺。。早在早在 2020 年前年前，，当地就出台政当地就出台政
策打造产业园区策打造产业园区、、引进新型农民引进新型农民。。正是正是
这些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为坎墩打开了为坎墩打开了““新世界新世界””
的大门的大门。。而今而今，，坎墩都市农业生态园已坎墩都市农业生态园已
集聚大学生农创客数集聚大学生农创客数 2323 人人，，产值稳步产值稳步
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同时，，还带动不少新老慈溪人共还带动不少新老慈溪人共
同奔富同奔富。。

在慈溪在慈溪，，通过完善规划布局通过完善规划布局、、挖掘挖掘
生态价值生态价值，，乡村产业基础得以真正筑乡村产业基础得以真正筑
牢牢；；人才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
自由流动自由流动，，反过来又为乡村发展提供反过来又为乡村发展提供

支撑支撑。。
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的建设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的建设

为周巷传统小家电产业提供了转为周巷传统小家电产业提供了转
型平台型平台，，也为周边村镇带来创富也为周边村镇带来创富
新机新机。。万安庄村与周边村合资万安庄村与周边村合资
共建小家电双创服务中心共建小家电双创服务中心，，打造打造
集办公集办公、、电商电商、、展陈展陈、、直播等功能直播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仅此仅此
一项一项，，每年就能帮助村集体增收每年就能帮助村集体增收
200200万元以上万元以上。。

以以““经营乡村经营乡村””为目标为目标，，生产生生产生
活生态活生态““三生相宜三生相宜””的特色强村纷纷涌的特色强村纷纷涌

现现。。但村与村之间存在禀赋差异但村与村之间存在禀赋差异，，如何如何

发挥发挥““先富带后富先富带后富””效应效应？？针对县域村针对县域村
镇发展存在的不平衡现象镇发展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自自 20192019 年年
开始开始，，慈溪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行党建引慈溪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行党建引
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通过资源要素的通过资源要素的
有机重整有机重整，，助力乡村发展再上台阶助力乡村发展再上台阶。。

新浦镇将村级集体资产吸纳到镇新浦镇将村级集体资产吸纳到镇
级资产运营平台统一管理级资产运营平台统一管理，，实现组团村实现组团村
集体收入增幅近集体收入增幅近3030%%；；逍林镇鞋产业片逍林镇鞋产业片
区带动同产值鞋利润增长超区带动同产值鞋利润增长超150150%%⋯⋯⋯⋯
截至去年底截至去年底，，慈溪共培育片区慈溪共培育片区 8181 个个，，落落
地发展项目地发展项目 211211 个个，，累计带动村经营性累计带动村经营性
收入增加收入增加76007600余万元余万元。。

村村之间抱团联动村村之间抱团联动，，也为村民带来也为村民带来
更多更多““福利福利”。”。掌起镇创新探索盘活存掌起镇创新探索盘活存
量闲置工业用地量闲置工业用地，，由片区村成立强村公由片区村成立强村公
司投资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司投资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成项目完成
后不仅能解决部分常住人口的阶段性后不仅能解决部分常住人口的阶段性
居住困难居住困难，，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打造村民的打造村民的““共富家园共富家园”。”。

筑牢产业底座筑牢产业底座，，打通富民通道打通富民通道，，让让
乡村美起来也富起来乡村美起来也富起来。。截至截至 20222022 年年
底底 ，，慈 溪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倍 差 缩 小 至慈 溪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倍 差 缩 小 至
11..5656，，为宁波各区为宁波各区（（县县、、市市））最小最小，，居浙江居浙江
全省前列全省前列。。

优化布局、抱团联动 全领域激活“发展美”

作为民营经济大县，慈溪以“千万工程”为抓手，大胆探

索破解县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持续变革创新

中，推动乡村振兴车轮滚滚向前。

城乡融合。一方面，通过环环相扣的改革组合拳，强化

乡村创富主体效应；一方面，促进人口向中心村镇集聚，推

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位居全省前列。

工农互促。立足小型块状经济发达的特色，慈溪久久

为功发力产业转型，为乡村建设提供新空间、新机遇，同时，

农业农村发展也成为工业经济迈向现代化的依托。

内外兼修。以数字为纽带、以善治为基石，慈溪凝聚起

众家治村的发展合力，更激荡起一线创业的浓厚氛围，加快

推动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转变。

土地流转的慈溪探索、现代农业的慈溪模式、农合联改

革慈溪标准⋯⋯源源不断的变革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

城乡融合 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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