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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安且吉兮。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安且吉兮安且吉兮。。

9 月 11 日至 15 日，第十八届世界
水资源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
主题为“水资源的价值转化与共同富
裕——浙江湖州安吉的实践”的安吉
专场会议于 9 月 12 日举行，安吉县政
府与中国建设银行湖州市分行、中国
农业银行湖州市分行进行安吉县农村
集体山塘水库用水权金融助力共同富
裕签约仪式，安吉水资源价值转化改
革成果亮相全球、备受关注。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诞生地，多年来，安吉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走出了一
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特色发展
之路。

以水为笔，追新逐绿。安吉县坚
持把水作为最宝贵的生态资源，抢抓
入选浙江省“用水权和激励性水价”改
革试点县这一重要机遇，在水资源的
确权、流转、开发、收益分配等方面不
断创新突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资
源价值转化路径，拓宽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制度先行呵护青山绿水

良好的水资源禀赋，为安吉实施
用水权改革、实现用水权价值创造了

扎实基础。如何规范山塘水库水资源
的高效利用和价值转化，安吉以制度
先行，稳步改革，不断探索水资源转化
的新路径。

近年来，安吉先后制定出台了《安
吉县农村集体山塘水库用水权确权管
理办法（试行）》《安吉县农村山塘水库
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安吉县
农村集体山塘水库用水权价值核算指
引（试行）》三个办法，明确由安吉县水
利局对农村集体山塘水库的水资源以
颁发取水许可证的形式进行确权，以

用水权价值评估办法对农村集体山塘
水库水资源的价值进行估值。

安吉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用
水权改革破解了长期以来农村山塘水
库确权发证的难题，拓展和丰富了取水
许可证权益的内涵，规范了山塘水库水
资源用水权益的价值实现路径，促进了
用水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为营造良好
交易环境提供制度性保障。

同时，依托安吉“两山合作社”原
有生态资源资产交易平台的优势和经
验，安吉搭建农村集体山塘水库优质

水资源展示、推介、交易平台。通过该
平台，市场主体交易获得水资源开发
权，对农村集体山塘水库及周边基础
设施进行再投资、再开发；农村集体获
得水资源交易价值的同时，还可以通
过“两入股三收益”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和村民增收，促
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转换之间创造更大价值

今年暑假，位于安吉杭垓镇大坑
水库下游的龙出没漂流火出了圈，一
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纷纷前来体验在
峡谷中“穿梭”的感觉。据介绍，漂流
今年开业以来，周末日接待量近 4000
人次，8 月份最高日接待量突破 6000
人次。

优质水资源带来源源不断的客
流。水成为一种流动资产，归功于用
水权改革的推进。就在前不久，大坑
水库用水权在交易平台成功以每年32
万元交易价转让。这笔交易的转让方
是拥有取水许可证的大坑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受让方为浙江吉森野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这笔用水权交易带来的
投资规模达 1.3 亿元以上，带动当地农
户年人均增收约2400元。

打破过去“用水无偿、节约无效、

交易无市”的束缚，安吉用水权改革正
阔步向前。据统计测算，安吉 389 座
集体山塘水库30年的用水权总价值高
达 174 亿元，其中文旅价值为 150 亿
元，供水价值为 24 亿元。目前，已有
22 座农村集体山塘水库完成流转交
易，利用良好的水生态资源进行开发，
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约2亿元。

绿色发展“场景”也在不断刷新。
昌硕街道石鹰村利用大村山塘，通过
用水权改革方式，招引了“十八道湾漂
流”项目，交易用水量 2 万立方米/年，

交易额为 100 万元/年，同时通过“企
业+村集体+农户”两入股三收益的方
式合作经营漂流商铺，带动当地村集
体收入约 110 万元。再比如，章村镇
长潭村，引进江苏洞庭山矿泉水集团，
一期项目总投资 1.68 亿，交易用水量
8万立方米/年，交易额50万元/年。

用水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还
需久久为功。下一步，安吉将坚决扛
起使命担当，全面深化用水权改革，奋
力推进水资源价值更高效转化，为用
水权改革提供“安吉方案”。

安吉探索安吉探索水资源价值转化路径水资源价值转化路径

以水为笔以水为笔 追新逐绿追新逐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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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八里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吴兴区八里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创品牌强品质 提升居民幸福感
杨斌英 梅亦洋 王晓枫

““安吉龙安吉龙””出没大峡谷漂流现场出没大峡谷漂流现场，，游客尽情体验绿水青山间的漂流游客尽情体验绿水青山间的漂流。。

（（图片由安吉县水利局提供图片由安吉县水利局提供））

近日，2023年“浙江省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评选结果揭晓，吴兴区八里店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党建+家校社
育人实践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
榜上有名，成为继“社区教育‘i-常路
片区学习圈’”之后，又一个成功获评
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学校
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组成
的一个有机整体。如何有效进行家校
社协同育人？如何更好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发展？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八里店成校不断开启品
牌进阶的新征程，以“服务居民幸福生
活、服务社区和谐发展”理念躬耕前
行，先后获得了浙江省现代化社区学
校、浙江省优质老年学校等荣誉，不断
辐射周围老百姓，提升了他们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也走出了成教的特色发
展之路。

拓展空间
探索协同育人“新路径”

色彩斑斓的画作、栩栩如生的剪纸、
造型各异的陶器、香气四溢的糕点⋯⋯
在八里店成校的各个功能教室里，时

常能看到亲子共同参与各
类文化活动，欢声笑语，其

乐融融。
学在成校，

乐 在 成 校 。 这
只 是 八 里 店 成

校服务社区居民的日常一幕。作为东
部新城的品牌成校，近年来，该校以

“社区教育”为切入点，建设家校社育
人实践共同体，吸引辖区内中小学、幼
儿园、村（社）区及党建联建单位加入，
同时积极发挥共同体核心成员的带头
作用，探索融合优化治理的新路径。

“家校社育人实践共同体以‘多代
融合、互助互学、共同发展’为理念，与
辖区内各学校、各单位共建载体，通过
优势互补、活动共办、事务共商、工作
共促，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实现区域化
共建的良好局面。”八里店成校校长吴
国峰表示。

凭实力“出圈”，早在 2019 年，八
里店成校申报了省级社区教育实验项
目《依托社区资源开展祖辈隔代教养
能力提升的实验》，针对当前祖辈参与
隔代教养的社会新常态，开展代际支
持探究。基于该实验项目，今年，八里
店成校又申报并入选了中国成人教育
协会主办的家校社协同育人项目第一
批实验基地，充分发挥教育优势，建设
社区家长学校。

如今，八里店成校已经逐步构建
起家校社育人实践共同体，加强学校
同社区、家庭的联系，三者密切配合、
分工合作，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
教育合力，大大拓展了教育发展新空
间。

课程多元
激活协同育人“内生力”

“和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乌米饭，
在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民俗的同时，也

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今年暑假，八里店居民沈女士报名参
与了八里店成校与红树湾未来社区、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湖东校区联合开展
的“一碗烟火，乌饭飘香”主题活动，表
示受益匪浅。

插花、刻版画、剪纸、扎染、烘焙、
阅读、家庭 T 台秀⋯⋯基于社区教育，
共同体每年都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亲
子体验活动。其中，以“乐享传统文
化”为主题的共育活动课，是近一年来
共同体亲子活动的亮点。家长和孩子
们在欢快的劳动时光中品味千年流传
的中华习俗，既培养了积极健康的亲
子关系，又营造出浓厚的家庭学习氛
围。

要想将教育工作从学校延伸至村

社，阵地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
八里店成校设立的紫金桥村常路社区
家长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场所。该校
一贯积极开展家长学校系列活动，配
送家庭讲座、提供咨询服务，还特别针
对外来务工家长群体定制了美容美妆
技能培训班、网络短视频剪辑培训班
等等，不断为家校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既 要 发 展 培 训 ，也 不 忘 人 文 关
怀。每逢假期，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的后顾之忧，八里店成校与共同体成
员中的中小学开展合作，联系专业社
工、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免费公益托管
服务，为学生提供作业辅导和多样化
的素质类课程活动，让他们度过一个
丰富而充满意义的假期。

此外，自 2019 年起，八里店成校

就在社区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辖
区内困难家庭的儿童与八里店成校社
区老年大学“银领”学员牵手结对，通
过近距离、心贴心的互动交流，为这些
孩子带去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
舞。

成果共享
打造协同育人“大社区”

学校和社区协同育人是落实民生
实事的民心工程。在“双减”的大背景
下，家校社共育的作用不可或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近年
来，共同体多次开展家长座谈会、家长
开放日等各类有关家庭教育的活动和
讲座，帮助家长树立起科学健康的教
育观念。“寓教于乐的活动，让我们学
习了保持平等的视角和愉悦的心情进
行教育，对参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
热情也进一步提高了。”前来参加活动
的家长纷纷表示。

为了丰富社区教育课堂，更好地
满足代际群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八里店成校在主动与共同体成
员单位加强联系沟通的基础上，链接
日常生活，建立起校外“朋友圈”，开发
了一批家校社共育课程，如《代际乐：
隔代教育讲堂》《亲子微课堂：轻粘土
养成记》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
创新、不断优化，有效提升了社区教育
的深度和广度。

时代的发展、学生的成长，必将对
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家校社协同育
人实践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接下
来，八里店成校将全力办好家校社育
人实践共同体，共同体各成员单位将
继续根据自身优势，通过灵活弹性的
方式，将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系统学
习和碎片化学习巧妙结合，有针对性
地为不同代际群体提供多样化的相学
相融服务，促进代际关系和谐、家庭幸
福，打造成果共享、和谐同心的“大社
区”。

祖孙刻版画学习祖孙刻版画学习祖孙刻版画学习

““快乐烘焙快乐烘焙””现场体验现场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