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西店镇岭口村党支部书记舒迎春被村民舒瑞表
“堵”在了办公室。舒瑞表提出困惑：“邻里中心改建的工程介
绍中，有两间房只规划盖一层，这不是浪费空间吗？”舒迎春耐
心解释，一层的房屋之上后续要加建大屏，将用于村务公开等。

工程介绍是舒瑞表从手机客户端“监督一点通”中看到
的。舒迎春说，现在村民点点手机就能投诉，监督更透明、具象
化，改变了过去以镇乡为主的监督模式。

在宁海，提起村级事务的透明公开和规范流程，每位村干
部都敢拍着胸脯打包票。自信源于制度。2014年，宁海在全国
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制度，规范干部用权，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去年，当地又梳理出违反这36条制度的典型案例
和典型问题，形成了36条负面清单。

“36条”不断与时俱进，宁海乡村治理效能也不断提升。“千
万工程”二十年，正是村庄迭代升级、重塑乡村治理机制的二十
年。

行走宁海乡村，我们看到的“治理”二字包罗万象。
在河洪村，来自法国的丁一牧被聘为村主任助理，这位“洋

村官”为小村带来外国客商、带来国外资源；在深甽镇南溪村，
请村民来当“设计师”，激发内生动力，他们将卫生死角改造成

“南溪楠小院”，成了人气打卡地。宁海每个村庄还都有一个虚
拟的“网上村庄”，村民变网友，22万户农民住进同“一张网”，村
民可第一时间接收信息、享受公共服务、反映问题、参与乡村治
理；而各村村级事务必须网上走立项、上会、招标等流程，若有
一环缺失，系统就会发出预警。像不久前，在海量数据和模型
算法提升下，一位村民领取的误工补贴明显高于村里规定，通
过预警提示，仅用工补贴发放异常一项，长街镇就已挽回村集
体经济损失1.9万元⋯⋯

可见，在宁海，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智”相互交融，并
开展了更为自觉的实践，这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又
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四治”融合绘出现代“治理图”“四治”融合绘出现代“治理图”
踏青寻芳，观山看水。从宁海城区的高

铁宁海站一路向北，路过长三角的家具购物
中心，经过垂钓休闲、春光旖旎的凤潭村，走
过一碗长寿面“出圈”的河洪村，来到花海繁
盛的刘三村⋯⋯城到乡，深挖沿线资源，全长
36.8 公里的“盆景”串珠成链，塑造了一条贯
穿城乡的森林温泉线。

如今，宁海城与乡之间已架起了森林温
泉大道、大美南湾风景北线等 6 条“共美”线
路。

近年来，宁海提出“全域共美”的新思路，
建立起城乡一体的“风貌管控机制”，即“全景
布局、全业联动、全时营销、全域覆盖、全体共
建”，结合美丽县城、美丽乡村、美丽公路、美
丽河道、美丽庭院建设，有机串联一切可供融
合的生态、景点、民俗、村庄、农家乐休闲旅游
点等资源，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全力勾画全
域景区城。

“共美”先要“个个美”。宁海在“千万工
程”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力推“垃圾革命”“边
角革命”“厕所革命”“污水革命”“一村万树”
等一揽子“美丽”基底工程，以环境综合整治

为抓手，全域300多个村庄逐一突破，“全员”
美丽转身。

“一地美”到“全域美”，新考题摆在宁海
面前。乡与城，如何各美其美，相互成就？宁
海找到了一支“艺术”的妙笔，接通城乡共赏
的“天线”。

2019 年，宁海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丛志强教授团队合作，在葛家村先行先试“艺
术赋能村民、村民振兴乡村”模式，教农民“玩
艺术”，利用闲置空间、低成本材料，设计打造
微景观、微客厅，激发村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
力。

短短几个月，葛家村村民手中诞生了 40
多个设计作品，村庄里培育了 138名村民“乡
建艺术家”，曾经的“三无村”摇身变成城里人
蜂拥“打卡”的网红村。

宁海还在全县启动“艺术家驻村”“艺术
提升品位”“设计改变生活”等艺术振兴乡村
三大行动，44个“艺术村”脱颖而出，催生447
个“微改精提”项目，城乡从“洁化”“美化”到

“艺术化”，绘出全域“高颜值”画卷。今年，宁
海上榜浙江省5A级景区城，系宁波唯一。

“艺术”妙笔绘出全域“共美图”

6月30日，在宁海三门湾区块，一个总投资
8.7 亿元、总用地面积达 1832 亩的大型工厂化
水产养殖项目开建，“靠天吃饭”的养虾塘因此
搬进“空调间”，大虾“喝”着每天循环 6 次的养

殖水。明年起，每年约 1
万吨南美白对虾

从 这 里 走 向
长三角老

百姓的餐桌。
该项目还配套建设了深加工、电商等板块，

推动宁海传统水产养殖业走上“从养成到加工”
的“链式”发展之路。

强城兴村，产业是基础。近年来，宁海沿
着“千万工程”导引的路径，全面实施乡村产业

“提能行动”，通过筑牢一批优势产业、提升一
批产业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主体、升级一批融
合产业等，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这根“实心柱”，
打造了柑橘、茶叶、水产养殖为主打的“3+X”

10 亿级农业全产业链，同
时依托数字农业发展智慧

农业，打造了一批具有
领先意义的行业标

杆 ，农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水 平 跃 升
至全省 13 位。

除 了“ 落
子”农业大产
业，新型农村
集 体 经 济 也
是 宁 海 深 化

“千万工程”的
推手之一。

前几年，宁海专门出台县村级集体经济持
续提升行动计划，鼓励创新造血项目，积极引导
村集体将政策及资金用在“刀刃”上。随之，一
系列富民新产业在宁海乡村蓬勃而生。

在葛家村，村集体与益马当鲜公司展开“村
企合作”，租金入股，成立新型公司，上线“艺起
富”乡村运营平台，目前已引进推出水上竹筏、
音乐喷泉等十余个互动性体验项目，刷新小村
业态，一年来吸引游客 20 余万人，运营总流水
收入达300余万元。

据宁海出台的“乡村旅游促共富‘十百千’
行动计划”，到2025年，宁海目标实现乡村直接
或间接就业人员 1 万人以上，农村居民旅游收
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 13%以上，全县乡
村旅游项目总投资超80亿元，乡村旅游年接待
游客突破200万人次。

放眼当下的宁海城乡，产业迭代更新跑
上“高速路”，工业向园区集聚、农业向连片
集中、村庄向集镇集合，形成了具有鲜明辨
识度的以“全域整”加速驱动“全域富”的“宁
海模式”，城乡各自的优势产业链条熠熠生
辉 。 去 年 ，宁 海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2165 元，增速 5.8%，已连续多年快于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

“链”式发展绘出富民“产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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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景式融合”促“强城兴村”

宁海 城与乡双向奔赴
陈 醉 吴 帅 仇丹娅

7月是水蜜桃上市时节，宁波宁海胡陈乡中堡溪村的古树下、小巷里，不少村民在卖桃。“城里人开车来旅游，看古建，尝农家菜。游客

多了，我们的农产品也不愁卖。”村民笑呵呵地说。

中堡溪村从原本偏僻落后的“空心村”，到如今水蜜桃种植采摘一体化的“水蜜桃村”，城与乡的“握手”，在此写下生动的一笔。

办好“农村事”，从来不能局限于农村。20 年来，浙东“县域之城”宁海紧紧抓住一个“融”字，谋深做实“千万工程”，统筹协调、系统推

进城乡“一盘棋”，通过调动、协同“棋盘”上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棋子”，盘活整个棋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出一条强城、兴村的

“全景式融合”之路。

一张“融合”蓝图，一任接着一任干，宁海也连续六年获评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优胜县。

去年，宁海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至1.72，优于全省，全域332个村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全面迈上50万元和30万元台阶，宁海的

城与乡，正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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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项在浙江千万村庄同时铺

开的伟大工程，吹响号角，万村蝶变。而

贯穿一系列“蝶变”的底层逻辑，正是城与

乡如何相处？如何自处？

一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让乡村立于“追赶先进”

的疲惫中，“千万工程”的上半程也是从“削平区域、城

乡间发展不平衡”入手，整治村容村貌、上马基础工程

等，彼时的城乡融合，更多的是乡村“对标”城市。

随着“千万工程”深入推进，乡村焕然一新后，叠

加出更多的可能性，城与乡慢慢站上平等赛道。此时

的一个“融”字，揭开的是城与乡的一场“双主角”大

戏，两者资源要素交换、互补、整合，一体化发展，强城

又兴村，构建城与乡各自的优势产业链条，携手走向

共同富裕。

有“融”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