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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的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
仍“热气腾腾”，热闹非凡。

仓前街道作为余杭区唯一亚运场
馆属地街道，在近日闭幕的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上，由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
区）所承办的 51 场七人制橄榄球和 19
场女子排球比赛精彩纷呈，12.5 万余名
观众前来观赛；在华夏之心广场举办的
首届“夜市招聘”一经“出摊”，便吸引近
百家企业投放了 2000 余个岗位，当晚
600 多人投递简历；朱庙社区党建统领
网格智治“红色网格”工作正式启动，网
格化管理“一根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
线”⋯⋯

时之仓廪，梦之前沿。因南宋临安
便民仓而得名的“仓前”，过去以鱼米之
乡、蚕桑之地著称。近年来在这 46 平
方公里的热土上，资金、人才、政策、产
业加速汇集。梦想小镇让“梦想成为财
富”；杭州铁路枢纽“西翼”的形成为迈
向共同富裕与省域现代化先行提供了
助力；“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拼经济、
拼发展的热情与激情映射到数字经济
的发展赛道，2023 年上半年余杭区数
字经济 50 强中，仓前街道企业上榜 24
家。

仓前如今已成为“城西腾飞”的核
心地，连廊贯通创新创业的“种子仓”，
数字经济投资者竞逐的“价值高地”，普
通居民的宜居家园。仓前街道正不断
发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科教优势、产
业优势，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八八战
略”，紧紧围绕省委三个“一号工程”，努
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仓前新实践。

“服务杠杆”撬动经济发
展，用政策支持“创新”

经济数据是衡量街道发展质效最
显著的体现。截至 2023 年上半年，街
道经济“动力强劲、持续向好”，其中财

政总收入 38.9 亿元，同比增长 27.53%；
经常性财政收入 15.53 亿元，同比增长
17.82%，总量均排名全区第一；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128.82亿元，同比
增长10%。

“十年前，街道的财政总收入全年
仅 6.69 亿元，如今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持续增强，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拉动新
引擎。”仓前街道相关人员表示，2013
年，仓前街道仅有 298 家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2 大孵化平台和 1 家省级研发中
心，产业科创亟待转型。“以经济建设
为抓手，我们自制定出台《2013 年促进
产业经济发展若干奖励政策》起，便把
对产业的扶持精准到每一个企业‘细
胞’。”

走进杭州宇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宇泛智能”）工作间，技术人员正
在对智慧工地应用场景中的工程机械
安全辅助驾驶装置和系统进行检测。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慧城市全场景A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服务商，宇泛智能
2022 年底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2023 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订单总
额2.3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围绕新
产品的订单占比 35%。宇泛智能副总
裁潘可祎说，这离不开仓前良好的数字
经济发展生态，也离不开街道助企服务

“一企一案”的精准到位。“来到仓前后，
我们不仅得到上百万元专项资金的支

持，也在人员招聘、人才认证、上市服
务、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了街道实实在
在的帮助。”潘可祎说，“街道的助企联
络员每周都会与我们进行对接，当得知
我们正在进行股改为上市做准备时，街
道立刻成立政企专班，联合区发改局、
区经信局、区金融办等部门对企业上市
进行辅导。”

引导和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截至目前，仓前街道已有隐
形冠军企业 3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1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5
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1
家，数量居全区第一。

为“精准服务”培育和赋能更多的
“专精特新”，仓前街道不断创新完善
培育链条，形成龙头引领、中坚强大、
活力充沛的“雁阵式”梯队库，并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聚焦企业短板，组建专
家服务团队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深
入辖区内 85 家重点企业开展“精准集
成问诊”。

与此同时，仓前街道不断优化企业
服务，深入推进经济体模式，如做实“一
门多窗”“精准集成问诊”“上市直通车”
等服务品牌，变“企业找政府”为“政府
送服务”，让企业发展“轻装上阵”。
2022 年开展服务活动 100 余场，解决
重点问题170余个。

“网格+”赋能基层社会
治理，用智治“加码”幸福生
活

目前，仓前街道共有 3 个科创社
区，划分了 12 个服务网格，并配备 12
支助企服务小分队联动服务，每支队伍
4 人。“如果说助企赋能是街道与企业
的一场‘双向奔赴’，那么老百姓的事我
们则秉持‘众人事众人商量着办’的原
则，大家可以参与走访，收集民意，也可
以参与到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中来。”仓
前街道相关人员说。

2013 年，仓前街道率先在杭州市
探索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从无
到有，逐步完善，并在余杭区进行推
广。

“民主协商议事会议畅通基层群
众民主参与的渠道，促使议事代表主
动深入到基层一线，反映基层呼声。”
仓前街道相关人员说。比如，早前吴
山前村代表提出的“建立智障人士工
疗站的建议”、太炎社区代表提出的

“仓兴支路修复的建议”，还有议事代
表最近提出的机场快线（地铁）安置房
项目、中心小学仓兴校区提升改造工
程项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
目等。2019 年，民主协商议事会制度
改革为街道居民议事会制度。

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街道组织
人大代表参加大气污染、就业、旧住宅
区改造等主题调研活动 31 次，收到代
表意见建议 292 条，其中被采纳或已解
决的269条，接待群众832次。

与此同时，更美好的生活，需要更
专业的治理护航。近年来，仓前街道
推进整体智治，聚焦“141”体系迭代
升级，在数字化治理上精耕细作，加快
形成平战一体、集成协同、精密数智的
新型网格治理体系，打造数智治理“金
名片”。

截至目前，仓前街道全域因地制宜
划分网格 140 个，微网格 1019 个，其中
园区、楼宇、商圈等专属网格 42 个。同
时，配强“1+3+N”网格队伍力量，配备
71 名网格长、专职网格员 130 名、兼职
网格员 133 名、网格指导员（包联干部）
94名、网格内其他工作力量1997名，分
团编组定人定岗，不断织密“村社—网
格—微网格（楼道、楼栋）”组织体系。

另外，仓前持续深化包联包保机制，完
善街道班子领导包村社、联小区（网格）
制度，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大力推
动形成“整体创优、全域建强”的良好局
面。

基层治，百姓安。与此同时，为清
扫治理“盲区”，仓前街道还围绕“在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方
面，创新治理手段，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前沿技术，智能化监测问题、赋能场
景，通过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基层执
法力量不足等问题，最终形成街道统
筹、村社协办、网格助力的三级智治格
局，奏响幸福生活协奏曲。

融合共生，民生发展“仓
前思路”深入人心

仓前街道的百姓安居更要宜居、乐
居。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一大早就过
来了，房子终于拿到了！”去年 11 月，在
余杭区仓前街道梦想小镇安置房项目
交房现场，一位住户在办完安置协议签
约、水电表过户等手续后，开始畅想未
来的美好生活。

如今，仓前街道回迁安置房的“进
度条”再次拉新，城市规划日趋合理。
截至目前，共计完成 2593 户回迁安置
及交房工作。在做好交付“前半程”文
章的同时，仓前街道还注重“后半程”的
长效管理，以“幸福仓前”为服务宗旨，
通过持续深化“红色物业”“美好家园”
服务模式，让物业服务“红”起来、民心

“暖”起来。
“ 住 得 好 ”也 要“ 吃 得 好 ”“ 育 得

好”。一盘盘刚烧好、色香味俱全的菜
肴被放置在保温槽，等待老人们前来享
用；一个个可爱的幼童被送到托育机

构，得到细心照料⋯⋯近年来，仓前街
道密织“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保障网，着
力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

“一老”方面，仓前街道率先实现
“一刻钟养老圈”建设，新增 9 处助餐
点，新建太炎、果岭、龙潭“百岁幸福
家”，提升改造朱庙、葛巷“百岁幸福
家”。出台老年人就餐补助政策，打通
老人就餐“最后 100 米”，“智慧就餐系
统”“智慧家庭照护床位”成为全区样
板。

“一小”方面，截至 2022 年末，街道
婴幼儿照护服务取得新突破，新增婴幼
儿托位备案 268 个，新增 96 个普惠托
位；建成全区首家“公建民营”托育机
构；高密度布点成长驿站，完成葛巷、橙
享、永乐等 7 家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
完成果岭卫生服务站建设，投入使用云
帆幼儿园吴山园区，完成云溪幼儿园连
具塘园区内部装修工程，开工建设海慧
幼儿园宋家山分园、仓前中心小学文泽
校区。

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仓前，新的城
市归属感将来自哪里？文化的力量，穿
越历史时空，正成风化雨，不断涵养城市
文明新高度。仓前街道做优礼堂文化，
高桥村文化礼堂成功评为五星级文化礼
堂；开展全域“文明有礼”基本单元建设，
打造“仓廪有礼”文明品牌；葛巷社区“红
十字救在身边”是全市唯一一家荣获全
国红十字模范的单位；持续开展“相约周
末”“送戏下乡”“文化走亲”行动。

一条余杭塘河连起了新与旧，不
到两公里的古街两旁，不仅保留了文
物 古 迹 ，更 是 充 满 了 时 代 创 新 的 基
因。让沉寂的回归热闹，让没落的重
现光彩，兼具硬实力和软环境的仓前
街道，老城新城融合共生，再现“城市
中心”的荣光。

余杭区仓前街道十年蝶变，展现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储 楚 钱 峰 王 莹 方星雨

（图片由仓前街道提供）

仓前楼宇航拍（EFC中心商圈）

仓前楼宇航拍杭州西站航拍

（图片由黄岩区沙埠镇提供）

佛岭水库碧波荡漾，沙埠青瓷丰润青翠，太湖山密林如黛，台州市黄

岩区沙埠镇兼具千年青瓷宋韵的人文之美和山水灵秀的自然之美，是一

个藏身于山坳中的“宝藏小镇”。

近年来，沙埠镇以新时代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为引领，深化党建联

建，以佛岭水库和太湖山生态资源为基本盘，持续推进“千万工程”，推动

辖区村庄一体化协同发展，带动库区村庄从“薄弱村”到“整片兴”的美丽

蝶变。去年以来，沙埠镇获评市级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南胡村、南

溪村、下园村获评市民主法治村，沙埠叶村、佛岭村等 4 个村居成功创建

星级美丽乡村。

当前，沙埠镇紧扣“青瓷宋韵 秀美沙川”发展定位，加速打造沙埠青

瓷遗址公园和佛岭省级森林公园项目，以“青瓷为名，青绿为引”，串联区

域内全要素，整体谋划，重现青瓷辉煌，致力将沙埠打造成为省内一流的

集休闲度假、研学旅游、文创产销于一体的短途旅游胜地，争做践行“两个

先行、三高三新、六大战略”的优等生。

青瓷为名 青绿为引

黄岩区沙埠镇黄岩区沙埠镇：：人文与生态共舞人文与生态共舞，，助推全域助推全域““整片兴整片兴””
陈久忍 章丹阳 金尤莎

2023沙埠青瓷宋韵文旅艺术节

统筹资源 组团发展

走进沙埠镇横溪村，只见村庄绿水
凝碧、林海叠翠，目之所及皆是绿意。
作为浙江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横溪
村坚持“五议两公开”、党员干部示范引
领等制度，发挥生态和区位优势，引进
文旅项目，发展短途游、一日游等“微旅
游”，获评省 3A 级景区村庄，年集体经
营性收入超过 50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
的网红打卡地。

如何从“一村富”走向“整片兴”？
近年来，沙埠镇深入实施“三化十二
制”，推行组团式党建联建，凝聚工作
合力，按照“阵地共享、功能集聚、全员
开放”原则，将佛岭库区内横溪村、南
胡村、南六坑村、南溪村、佛岭村等 5 个
村整合成紧密型的发展共同体，整合
联建区域内闲置资源，沿美丽公路打
造联建议事厅、展示厅、活动基地等阵
地，串点成线建成环佛岭水库联建示
范带。

在沙埠镇南胡村，停滞 5 年的土地
垦造项目重新启动。沙埠镇干部实干
担当，以实绩论英雄，破难攻坚，激活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预计 5 个土地垦造项
目村实现集体经济增收100余万元。

在佛岭公路中段，佛岭省级森林
公园入口景观，已进入外立面装饰阶

段，即将完工。沙埠镇按照“串点成
群、连片成景”的目标，与环库 5 个村庄
共同谋划佛岭省级森林公园建设，差
异化制定森林公园入口景观、水库坝
头服务中心、不秋谷·森林公社、环佛
岭水库景观节点等 45 个“1+N”项目，
开发环库观光、露营观星、民宿客栈、
越野运动等新兴旅游形式，推动环库
村庄协同发展。

目前，横溪村、佛岭村共建占地
100 亩的森林营地，为环库“微旅游”提
供酒店式露营营位 40 个、房车营位 7
个、自助营位 46 个；横溪村、南六坑村
改造古色古香的闲置老宅打造精品民
宿，向游客提供“吃住游”一体化服务。

村企结对 强村富民

日前，在沙埠镇“众小满”共富工坊
里，十几名村民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榨姜
汁、泡姜米、炒姜米、装罐、贴标签等工
作。

沙埠特产的生姜色深味辣，品质优
良。“众小满”共富工坊去年 10 月顺利
开张，主要从事姜米、姜汁膏、姜片等加
工生产，并通过电商将生姜制品销售至
四川、上海等地，今年产值超过 300 万
元，入选省首批百家电商直播式“共富
工坊”典型案例。

“我们优先为留守村民和低收入
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对他们进行培训，
增加他们的技能和收入水平，带动周
边村民人均月增收 2000 元以上。”沙
埠镇新乡贤、“众小满”共富工坊负责
人徐宗满说。

经济发展是实现强村富民的关键
所在。沙埠镇依托组织联建，积极对接
沙埠镇商会，搭建“星光梦工厂”服务体
系，引进旭鼎工艺品、优建工艺品等 7
家企业，构建长期化组团式的村企结对
关系，在各村建立共富工坊、服务驿站，
配备专车定期将工艺品送至村内共富

工坊和村民手中，为妇女、老人、残障人
士等提供就业机会。

目前，沙埠镇已建成 10 家小橘灯
共富工坊，共带动全镇 300 余人就业，
实现人均月增收 1500 元以上，村集体
也通过工坊产值的 20%管理补贴增收
5万元以上。

在横溪村“裕民坊”共富工坊，十几
名村民正在制作手工艺品。巧手翻飞
下，一只只带着蝴蝶结的木制小兔，活
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裕民坊”共富工
坊由沙埠镇商会会长、旭鼎工艺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陶正昌与横溪村共建，不仅
缓解了企业用地难、用工贵等问题，同
时每年能为横溪村带来 10 余万元村集
体收入。

2022 年，“裕民坊”共富工坊被评
为台州市示范共富工坊，沙埠镇被评为
浙江省现代商贸特色镇。

文旅融合 出圈出彩

在沙埠集镇入口处，一个巨大的青
瓷雕塑映入眼帘。沙埠镇是沙埠青瓷
窑址群所在地，也是黄岩宋韵文化的重
要展示窗口之一。近年来，沙埠镇以加
快青瓷遗址公园、佛岭省级森林公园建

设为抓手，整合区域内青瓷、山川、人文
等元素，加快形成沙埠“青瓷宋韵”文化
IP，全面推进“青瓷宋韵”文旅小镇建
设。

7 月，以“青色瓷里青沙川 满庭宋
源满长街”为主题的 2023 沙埠青瓷宋
韵文旅艺术节在沙埠老街开幕，并在沙
埠龙窑遗址、花语堂等设立分会场。短
短 3 天的时间内，吸引了 20 余万名市
民参与，拉动周边消费2200余万元。

“我们精心策划了 40 余场表演，打
造了小镇第一部歌舞微剧《九龙透天》，
将杂技、评书、醒狮、民乐等宋韵文化元
素融入艺术节中，以此为契机带动沙埠
夜经济发展、文旅发展和群众增收致
富，撬动镇域共同富裕。”沙埠镇党委书
记陈智迪说，接下来每年的 7 月都是沙
埠的“宋韵国潮文化月”，将举办一系列
的青瓷宋韵文化活动。

沙埠镇深化“文化+体育+美食+旅
游”的概念，通过举办一系列精品文旅
活动，做细做优品牌效应，打造宋韵文
化高地，不断提高沙埠旅游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

不久前，黄岩区暨沙埠镇首届“村
BA”篮球赛在繁二村举行。激烈的比
赛、热闹的氛围，高颜值、设计感十足的

篮球场让沙埠镇火爆出圈，也带火了小
镇夜经济。

接下来，沙埠镇还将策划举办“佛
岭森林音乐节”、《九龙透天》歌舞剧
演出、“柴古唐斯”音乐越野赛等系列
文体活动，打造“九龙透天青瓷出，文
体缤纷看沙川”的沙埠印象。11 月，
黄岩区文旅发展现场会也即将在该镇
召开。

为更好地承接文旅消费，目前沙埠
镇凤凰路商贸业态提升工程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通过优化停车泊位、提升
沿街靓度、丰富美食业态、设置趣味装
置等方式，提升整个街区的氛围感和烟
火气，着力打造市内一流的乡镇级特色
美食街。

同时，该镇串联乡贤资源，统筹
沙埠青瓷遗址公园、沙埠老街、佛岭
省级森林公园等三大景观，发布有声
手绘地图，推出农旅特色游线、文旅
精 品 游 线、人 文 古 街 游 线 等 精 品 路
线，激活全域旅游活力。近日举行的
黄岩区服务业重大项目谋划擂台赛
中，沙埠镇的“诗酒远方何处觅，人间
烟火醉沙川——一个宋韵小镇的文
旅梦想”项目，以第一名的成绩再次
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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