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相依山水相依，，景城交融景城交融。。一句一句““西溪西溪

且留下且留下”，”，将这座千年古镇赋以将这座千年古镇赋以““留下留下””

之名之名。。而今而今，，作为杭州作为杭州““西大门西大门”、”、西湖西湖

区区““中兴中兴””战略主阵地战略主阵地，，留下街道正聚留下街道正聚

势而强势而强，，加快步伐迈向高质量发展加快步伐迈向高质量发展。。

当下当下，，如何厚植现有优势如何厚植现有优势、、补齐发补齐发

展短板展短板，，西湖区留下街道正谋篇布局西湖区留下街道正谋篇布局，，

找准切入点找准切入点，，下好下好““先手棋先手棋”。”。

留下街道精细化提升城市风貌留下街道精细化提升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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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街道科研氛围浓厚留下街道科研氛围浓厚

聚势而强 千年古镇续写风华

西湖区留下街道：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娄晓涵 曹 义 柯杭吉

产业布局再升级
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月的留下，招商进度如气温一般火
热：接连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6 个，其
中溪美浙商上市公司总部项目投资规模
达20亿元以上。

经 济 兴 旺 ，源 自 前 瞻 性 的 规 划 布
局。今年以来，留下街道大力实施拼经
济“项目攻坚、创新发展、空间拓展、扩大
投资、聚力发展、服务提质”六大专项行
动，通过盘活闲置低效空间、腾拓高质量
发展空间、打好招商引资“组合拳”、持续
做优营商环境、打造茶盟共富工坊等，加
快实现“中兴”东西协调发展。

上半年，留下街道拼出经济“半年
红”：实现财政总收入 20.8 亿元，位居西
湖区第二；固定资产投资 24.21 亿元；实
现工业增加值8.6亿元，同比增长13.6%，

总量居西湖区第二；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60.35亿元，同比增幅44%，增速、
增量均居西湖区首位。

纵观留下，“三环三圈三地三兴”的
产业布局正加速形成:环小和山科学城，
建设高校经济圈，打造城西科研成果转
移转化集聚地，实现“小和山振兴”；环西
溪湿地，建设总部经济圈，打造文化文创
文旅融合地，实现“古镇复兴”；环蚂蚁集
团，建设平台经济圈，打造全国金融科创
标杆地，实现“老和山永兴”。

“新征程上，我们将持续推动省委三
个‘一号工程’、市委‘两场硬仗’、区委‘六
六行动’在留下见行见效，坚持补短板、强
弱项、抓提升，做大总部经济、做优平台经
济、做强高校经济，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汇
聚新动能。”留下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校企协作再深化
培育高能级创新优势

眼下，小和山科学城 19 个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发展势头迅猛。作为西湖区
科创产业集聚地，小和山区域围绕数字
经济、量子信息、文化创意三大主导产
业，聚力打造“一城三链 N 组团”的高质
量发展产业新格局，即一个小和山科学
城、三大产业链、多个组团式空间，推动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发展。
当前，西湖区充分发挥高校高新科

创优势，奋力打造高能级创新实践范
例。对于坐拥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

学院等 14 家高校、科研院所的小和山科
学城而言，持续深化校地联建，打造好

“链式”党建，书写好“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的文章，对提升园区产业核心竞争力
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小和山科学城新落地科
技 类 项 目 65 个 ，已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65%；新入选西湖英才计划10个，占西湖
区总量的 1/4；高校与企业开展的产学研
合作项目10个，高校经济项目8个，致力
打造出一批具有科研“含金量”的特色产
业。

与此同时，小和山科学城全力打造
标志性园区。目前，铂悦城特色产业园
成功引入卡卡机器人、基本粒子、中科品
智等科技类企业，落地西湖区天道量子
研究院、西湖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院、36C
数字科技平台三大平台，入驻企业51家，
入驻率达 95%以上；引进高层次人才 83
名，英才计划项目落地9个。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已入驻的创新
平台载体及优质企业项目，以点带面，推
动周边和创园、520 新天地、汇峰国际等
楼宇实现‘一园一链’的差异化发展。”小
和山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还透露，科学城
近期正筹划打造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西湖）和浙工大校友产业园，持续擦亮

高校经济的“金字招牌”。

城市“颜值”再提升
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

穿过西溪路的车水马龙，在留下老街
处拐弯，缓缓流淌的留下河，蕴藏着留下几
代人的乡愁记忆。最近，留下河全线约1.5
公里的清淤工程正火热进行。完工后，将
有效解决留下河水质、水景等水环境问题。

乘着杭州亚运会的“东风”，留下街道
不断扮靓生态底色，高质量推进水域生态
治理，高标准实施留和路、留泗路沿线景
观提升改造，推动留下绕城入城口整体提
升工程⋯⋯以“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市
风貌精细化管理，凸显留下环境“靓丽
度”，全力以赴打造高颜值办赛环境。

为凸显当地历史文化风貌，留下古
镇规划建设重新“提上日程”。留下街道
正集中精力打造饱含宋韵文化、带动产
业兴旺、富有烟火气息的留下老街，让老
街能够留住记忆、再现活力、带来新意。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将时
间轴拉长，多年来留下街道在人居环境
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 年以
来，留下开展大规模城中村整治行动。
从杨家牌楼到金鱼井“最美安置房”，再

到西溪路沿线整治、小和山区块美丽家
园建设⋯⋯

将视角拉近，在石马社区，地铁上方
塔吊如林、建设正酣，山脚下的党群服务
中心已顺利完工。作为留下街道典型的
撤村建居社区，该社区流动人员超 4500
人，管理难度较大。

针对这一问题，石马社区试行“村
社-网格-微网格—房东网格”四级治理
体系，建立房东网格“1+30”联络机制，进
一步明确房东职责，逐步构建起“党建统
领、全域覆盖、协同联动、多元共治”的基
层治理新格局，不仅实现了从“脏乱差”
到“美如画”的蜕变，更推动了“面子”到

“里子”的全面升级。
此外，留下街道坚持以“申明公断·

同心善治”统战服务品牌为着力点，充分
发挥统战人士作用，围绕未来社区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照护等“关键
小事”“民生要事”，积极建言献策，助推
基层社会治理和高质量发展。

眼下，留下街道正积极推进杨家牌楼
未来社区、东岳·法华寺景区建设，全力打
造集城乡资源融合和文化新业态培育为
特色的景区型未来村社。今后，留下街道
将在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中，续
写更加亮眼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图片由西湖区留下街道提供）

俯瞰杭州城西俯瞰杭州城西，，随着时间的齿随着时间的齿

轮缓缓转动轮缓缓转动，，以西溪科创园为龙头以西溪科创园为龙头

的产业园拔地而起的产业园拔地而起；；曾经的曾经的““城中城中

村村””华丽变身华丽变身，，成为外来青年群体来成为外来青年群体来

杭的梦想启航之地杭的梦想启航之地；“；“1515 分钟公共分钟公共

服务圈服务圈””勾勒出百姓幸福生活新图勾勒出百姓幸福生活新图

景⋯⋯这是高质量发展给杭州市西景⋯⋯这是高质量发展给杭州市西

湖区文新街道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湖区文新街道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

笔笔。。

文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文

新扎实推进新扎实推进““六六行动六六行动”，”，持续探索持续探索

基层治理新路径基层治理新路径，，奋力开创奋力开创““人文日人文日

新新””新局面新局面，，让幸福感和归属感荡漾让幸福感和归属感荡漾

在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在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龙船比赛龙船比赛

基层善治落地生根 美好家园共建共享

西湖区文新街道：书写“人文日新”新篇章
王柯宇 樊燕飞 潘村秋

共建共治共享
探索社区联建共同体

业主、物业、业委会矛盾纠纷多发，
一直是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文新街道
德加东区，曾经是一个让社区、街道有些
头疼的小区。业委会多次集体辞职，物
业也频繁更换，小区矛盾多发。

不过，近年来，德加东区的面貌焕然
一新，走出了一条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
基层治理新路径。从乱到“和”，这样的
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小区党总支书记裴浙江介绍，这几
年，德加东区在业主、业委会、物业三方
间厘清职责，形成“民情民意三方联访、
重大事项三方联议、民生实事三方联
办、矛盾问题三方联调”的良性互动，
一个共建共治共享体系应运而生。

“之前难以推进的小区垃圾分
类、消防通道整治等工作，现在都能
顺利解决，不出小区就商量着把矛
盾化解了。”裴浙江说。

今年，德加东区所在的德加社
区还推出了志愿服务新品牌——
“裴哥来了”，以裴浙江为带头人，

由德加N个志愿服务团队爱心集
结而成。“‘裴哥来了’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群人。”德加社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裴哥来了”将辐射“一老一小”

“基层治理”“邻里互助”“共建共富”四大
服务平台。

同时，依托“裴哥来了”品牌，一支
“培优提质”社区治理联建共同体的志愿
者团队应运而生。该志愿者团队将提供
人才资源和经验辅导，把矛盾纠纷源头
化解，从而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据了解，目前文新街道有70余个小
区，均建立了党支部，把小区里的各方力
量汇聚起来，让小区内部拧成一股绳，共
建共享幸福家园。

增强归属感
搭建老年居民幸福“朋友圈”

最近，文新街道阳光社区的居民叶
文莉多了一个新身份——社区“老漂一
家亲调解室”的调解员，在有“小摩擦”的
邻里间当起了和事佬。“能够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发挥自己的‘余热’，我感到很荣
幸。”叶文莉说。

“老漂”，指的是离开故土到子女所
在的陌生城市、帮忙照顾孙辈的老年
人。服务好这些老年人，让他们在杭州
尽快融入社区生活，并力所能及参与到
社区治理中，是阳光社区一直在做的一
件事。

近年来，阳光社区通过开聊天室、举
办培训课堂、组织活动等形式，持续探索
该群体在杭州生活的新模式。2016 年，
阳光社区率先成立“老漂幸福家园工作
室”，经过几年发展，如今这个工作室越
办越好，老人在这里不仅能聊天，还能参
加剪纸、茶道、手工等课程。

2018 年，杭州首个“老漂”流动党员
临时党支部在阳光社区挂牌成立。此后，

“老漂志愿服务队”等组织相继成立，切
实做到让这些老年群体就近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目前社区 60 岁以上的非户籍人口
有近 400 人，其中 1/3 已经成为‘幸福家
园工作室’的常客。”阳光社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工作室日常活动兼具时代性和
群众性，搭建起老年居民的幸福“朋友

圈”。
“每周三下午工作室都会组织各种

活动，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分享，特别有家
的感觉。”阳光社区居民谢阿姨说。

以阳光社区为起点，让更多老年居
民在异乡收获幸福。文新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将以阳光“老漂”的成功经验为
指导，按照“业缘、趣缘、地缘”等类型，引
导各社区打造常态化活动的品牌项目，
增强他们在新居住地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

实施五大行动
打造“青年来杭第一站”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个夏天，文
新街道骆家庄社区诚意满满地向青年
人敞开怀抱——

日前，骆家庄社区启动“来杭青年助
业计划”，围绕“吃、住、行、职、创、学、情、
评”实施五大行动，助力外来青年群体发
展，打造“青年来杭第一站”。

骆家庄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出

的助业计划中，“创”占据了不小的分
量。比如，除了提供创业导师陪伴式指
导外，创业项目注册在文新街道，且租用
骆家庄集体用房的，租期满一年还可一
次性给予 500—50000元的租房补贴；项
目经申请，初筛、审核通过后，还有望获
得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最高 1000 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眼下，位于西溪科创园的“青创空
间”正在加紧建设中。建成后，这个充满
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将为骆家庄万余名
外来青年提供创业陪跑和就业助力服
务，并与社区“青年之家”、小区“青潮驿
站”形成服务青年人的三大阵地。

“作为‘城中村’社区，骆家庄能够满
足外来人口低成本的居住生活需求。我
们不仅要成为外来青年的来杭地，还要
打造青年人的留杭地。”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西湖区高度重视党建引领
青年发展工作，将其作为打造高品质生
活实践范例的重要内容，纳入“六六行
动”专项推进。

文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高品
质生活行动”高规格布局中起步，文新以
骆家庄社区为首站推出了“新聚力”青年
党建品牌。“下一步，我们将在阵地打造、
青年服务、成长激励等多方面统筹推进
品牌建设，争创‘现代青年社区’。”相关
负责人说，以“第一站”的包容和家一般
的温暖，吸引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汇聚到
这里，并让他们的梦想落地生根。

（图片由西湖区文新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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