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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绍台高速福全口出，驶入福漓公路，一路绿道迤逦、翠山碧湖，民

居小院里花海叠浪，秋色旖旎。“漓渚满目绿无涯，棠棣无处不逢花。”徐渭

诗里的风景，绵延几个世纪，正勃发新的生机。

漓渚，勾践种兰之地，兰文化之滥觞，兰花产业自古兴旺。“千年兰乡”漓渚，是绍兴柯桥古老繁华的历史名镇。

借助兰花经济、美丽乡村等先发优势，漓渚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聚力打造书香兰渚县域风貌

区，全力融入兰亭文化旅游度假区发展大局，助力柯桥区打造现代化“国际纺都、杭绍星城”。

一个风貌更美、百姓更富、区域发展更协调的漓渚，跃然眼前。

柯桥区漓渚镇：千年兰乡新风貌 兰花小镇更富美
王玛咪

（（图片由柯桥区漓渚镇提供图片由柯桥区漓渚镇提供））

全域提升，风貌更美

“以前小姐妹总叫我去市区聚会，
现在都要跑来我们漓渚！”花溪社区的
王阿姨退休后在老家生活，路畅景更美
的乡村，让城里亲友排着队来找她“打
卡”。正在村口等人的她，要带一帮老
同事去九板桥拍小视频。

让王阿姨自豪的家乡变化，正是由
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蓝图所变成的现
实。

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创建覆盖兰
亭文化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核心区域，由
度假区规划引领，保障资金，共建共
富。漓渚以此为契机，实现自然山水格
局、历史文化积淀、建筑形态容貌、公共
配套空间、街道广场绿化等多种要素相
互协调，营造美丽宜居环境，激发小镇
发展软实力。

美丽更具整体性。通过对福漓公
路、兰渚大道等道路的改造提升，一条
贯通漓渚全域的舒适安全自驾游线路，
闭合成“快进慢游”的交通体系，将辖区
内景点、美丽乡村串联成完整“景区”，

节点、区块、条块的美丽集成整体性、系
统化的美丽。

时下，乡村的丰盛美好在漓渚有了
新的打开方式：逛完美丽乡村棠棣村，
沿兰芷路可步行去绍兴花市，这条长约
1.5 公里的道路拓宽美化后，一路风景
宜人，正值邂逅橙黄橘绿的季节；镇中
心的新街和兴业路，路面沥青铺设，车
位整齐划一，驾车前往兰花广场，看一
看小镇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喜欢骑行，
那一定不能错过九板桥泵道，这里装备
一应俱全，在花海感受风速，只需带上
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风貌更显辨识度。提升风貌，漓渚
一方面优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
强调对地域自然人文特征的提炼和保
护。围绕“兰花”要素，持续擦亮“花木
集群看漓渚”“国兰文化看漓渚”“全域
美丽看漓渚”3张金名片。

提升花市、兰苑景区，启动“中国
兰谷”建设，运营兰花共富示范带，打
造特色地标兰驿、兰花博物馆、兰花艺
术村⋯⋯一个因花而美、因美而富的

“兰花风情小镇”，留住了人们的记忆
乡愁，也彰显了地域特色。

产业升级，百姓更富

以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带动百姓增
收致富、安居乐业，是共同富裕的“破题
之钥”，也是漓渚的躬身实践。

从陆游的《兰》诗到徐渭的《兰谷
歌》，从勾践植兰到右军爱兰，千百年
来，古人喜以“兰”寄情寄志，而漓渚人
则善以“兰”创富致富。

养兰、种兰的花农世代传承，花木
种植这个传统产业则一直随时代迭代
升级。依托兰花等花卉产业特色，漓渚
以“党建+产业”“党建+合作社”模式，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传统
产业，牵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农文旅融合。“去年村集体经济增
收 200 余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 12 万
元。”漓渚镇棠棣村党总支书记刘建明
口中的致富成绩单，是这个全国乡村振
兴示范村先行先试加速农文旅融合结
出的成果。

美丽资源变美丽经济，再变美丽产
业，是棠棣农文旅深度融合的路径。闲
置资产打造成别漾花海、星空帐篷等网

红打卡点，单调的乡村图景变成可感可
触可体验的文旅场景，这个原先以花木
交易为主导产业的小山村蝶变为以兰
文化创意研学体验为新兴产业的特色
旅游景区村。

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助推漓渚在
农文旅融合的路上走深走实。绍兴花
市，以空间更新驱动功能创新，以系统
多维市场化运营，在乡野间打造可赏
可买可休闲的农文旅综合体；兰苑内
部，则聚合起浙江省蕙兰样品园、彩云
涧兰、国兰家庭农场等产业联盟的力
量。

数字化赋能。依托花香漓渚田园
综合体，漓渚打造兰花全链条数字化体
系，全力招引生态化、数字化、高品质现
代农业项目。以科技升级现代化大棚
的“千亩兰苑”，实现自动控温控湿、自
动喷淋、自动遮阳系统。

统筹数字化技术与农业现代化融
合 发 展 ，数 字 化 育 兰 将 收 益 提 高 达
80%，漓渚花木产业年销售额超 10 亿
元。花木产业科技化、规模化、数字化

发展之路，为漓渚持续振兴注入动能。

配套均衡，生活更好

风貌提升，不仅要改造“颜值”，更
要修炼“内涵”。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幸
福指数，是漓渚风貌提升的价值内核。

“现在去老街，可干的事就多了！”
漓渚当地居民孙大伯，看着逛了几十年
的花溪老街，不仅恢复得古朴美丽，还
嵌入了公共服务配套和旅行项目，人气
也越来越旺，又回到当年绍兴九埠之一
的闹猛。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存量更新
为抓手，漓渚镇推进花溪老街综合提
升、“一老一小”乐龄中心落地等民生工
程，构建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风貌
驿、旅游集散中心等重要项目，使风貌
区内生产生活、旅游配套设施实现共
享，改善了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水平。

结合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项目建
设，漓渚镇在信息协同、应急响应、预警
监测等方面发挥智能数字技术综合优

势，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安防综合风
险防治平台，预防和排除潜在安全风
险，提升基层安防水平。

“通过风貌区建设，我们的兰花小
镇更富、更美、更协调。”漓渚镇党委书
记罗耀介绍，如今的漓渚镇，既有日新
月异的新风貌为“面子”，更有百姓不断
提升的幸福感为“里子”，面子与里子并
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兴。

城乡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肩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重任的浙江省，将“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引领区”作为关键战略定位
之一。

谋风貌更新，塑共富格局。漓渚以
风貌提升带动全域功能完善、产业升
级、治理优化，实现在自然、人文、产业
等方面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城乡居民收
入均衡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
生活质量等值化，为我省打造全方位、
多层次的城乡协调发展样板提供了一
种范式。兰农教小朋友们兰花栽培知识 漓渚镇九板桥村泵道骑行体验

绍兴花市共富示范带展销中心升级改造完成

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余杭

街道立足社区这一社会治理的

最小单元，逐层画出为民服务同

心圆，在“三大提升行动”中彰显

余杭担当，为五千年文明圣地，

又增了一抹余杭靓色。

聚焦社会治理
最小单元澎湃居民志愿力量

为 老 人 和 病 人 理 发 20000 余
次 、巡 河 8000 余 次 ，发 动“ 爱 心 姐
姐”团队捐款捐物 100 余万元，先后
帮 助 了 100 余 名 残 疾 人 和 残 疾 儿
童，共为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提供服
务 20000 余人次⋯⋯

从一名结对资助困难学生 30 年
的志愿者到公益组织“爱心姐姐”的
发起人，在余杭区余杭街道山西园社
区，这位邻里喜爱的志愿服务热心人
陶大姐名叫陶杏娟，今年 65 岁。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
是一辈子做好事。未来我也将继续
坚持用爱与温暖去浇灌这些需要帮
助 的 人 。”陶 杏 娟 这 样 说 ，也 这 样
做 。 她 获 得 了“ 全 国 五 好 文 明 家
庭”、“浙江好人”、浙江省直机关及
杭州市“道德模范”、杭州市“三八红

旗手”等多项荣誉。如今，她的名字
也成了余杭区对“陶杏娟”式人物的
亲切昵称。

在山西园社区，这样的志愿者不
止一位。今年中秋正逢亚运，节前，
禹航商城楼道联络员的微信群十分
忙碌，值班表上业委会成员、小区楼
长、党员骨干的名字一一在列。

街道业委会主任章红英牵头召
开会议，布置中秋节邻里宴活动，安
排小区周边环境维稳等工作。因双
节期间人流量大，为有效疏通“交通
干线”，她带领 28 名志愿者，每日安
排 4 名开展轮值，对易拥堵区域进行
车辆引导，获得了业主的一致好评。

社 区 是 社 会 治 理 的 最 小 单 元 。
打响余杭区“文明有礼”特色品牌，
有力的组织保障，以及每位居民的努
力缺一不可。

打造“金边银角”
方寸之美点亮百姓幸福生活

“以前这里是一片空地，现在变
成了一片多功能运动场地。”近日，
余 杭 街 道 溪 塔 村 桥 下 运 动 空 间 正
式建成使用，溪塔村村民戴俊涛和
伙 伴 进 场 打 了 几 场 酣 畅 淋 漓 的 友
谊赛，“我家住在村东，到这里很近

很方便。”
余杭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溪塔

村桥下运动空间的配套照明设施供
应到每天晚上八点半，便于村民和过
路游客前来‘打卡’健身。”

溪塔村桥下运动空间是由留石
高架桥下空间改造而来，总面积约
8000 平方米，设有 1 片五人制足球
场、5 片篮球场、2 片儿童玩乐区及若
干健身器材，规划停车位 50 余个，可
同时容纳百余人健身运动。空间以

“嗨”为主题，用明亮的黄色让原本
灰蒙蒙的空间成了色彩鲜明的地标。

“ 灰 色 空 间 ”如 何 成 为“ 动 感 地
带”？

“今年 7 月以来，街道完成了民
意调查、规划选址和定期查看建设进
度等一系列工作。”溪塔村党委书记
沈华伟表示，结合原有的 AI 溪乡村

微脑平台及数字监控和智能门禁系
统，对桥下运动空间进行全方位监
控，针对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响
应处理，保障运动安全。

国庆期间，该片区网格长陈波牵
头组织 20 余人的志愿服务队，开展
日常管护，保障片区秩序和清洁，为
亚运添彩。

聚焦“破难题促发展、办实事解
民忧”，围绕村社“六破六立”回头看
问题清单，余杭街道推动各村社党组
织书记揭榜挂帅，带领 1 名后备干部
领办 1 至 2 个“民生微实事”项目，27
个村社共计认领“民生微实事”项目
32 个。“桥下空间”正是沈华伟领办
的“民生微实事”之一。

顺应村民需求打造“家门口”的
运动空间，既是一件民生实事，也是
一次推进基层治理的积极探索，溪塔

村桥下运动空间的“转型”是余杭街
道实施长效管理的一个具体案例。
去年以来，余杭街道还有序推进了宝
塔公寓闲置空间利用，打造公共停车
场，加速扫尾通济社区金源公寓老旧
小区电梯加装工程，把民生所需一件
件落到实处。

提供暖心服务
科创热土引才育智反哺社会

今年 5 月 4 日，在余杭街道人工
智能小镇党群人才服务中心举办的
AI·智青年生日会上，15 位小镇青年
党员、流动党员和创客齐聚一堂。杭
州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
军燕作为小镇引进的人才代表，分享
了与团队推出首创自研实在 IPA 模
式的经历。

作为国内 AI 准独角兽企业，实
在智能致力于“为社会贡献 100 万个
数字员工”，通过紧密结合大模型与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大幅降
低使用门槛，突破接口能力边界。

人工智能小镇矗立在杭州城西
科创大走廊内的核心区块。六年间，
这片科创热土已吸引 19 个高端研发
机构 496 个项目落地，集聚创新创业
人员上万人。

杭州地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吴
瑞砾表示，小镇“拎包入驻”的便利
条件和入驻前 5 年的免租支持帮助
了他和团队“轻装上阵”。从 2018 年
作为重点引进项目至今，地芯科技见
证了小镇的兴起，也见证了其他企业
的高光时刻——

携“全视觉”3D 视觉移动机器人
亮相工博会的蓝芯科技，携全自动隔
离衣生产线模型亮相第 20 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的泰若医疗，荣膺 2023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十大创新力企
业奖的数策指今⋯⋯

小镇的多家企业坚持以科技创
新赋能产业发展，聚焦人才第一资
源，在人工智能赛道上高分交卷，同
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如，鲁尔物联
组建“1+X”攻坚小组，通过升级迭代
的“视觉形变监测仪”，实时监测运
动场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状况。

此外，小镇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
发挥人才参与社区治理、服务居民的
作用，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如，
护航亚运期间推出定制亚运周“ 菜
单”，含趣味迎亚运活动及小镇党员
进社区参加居民服务、楼道美化、平
安巡逻等项目。

近 年 来 ，余 杭 街 道 以 党 群 服 务
中心为阵地，有机结合助企走访与
人才服务。今年起将人才指数作为
企 业 发 展 重 要 衡 量 标 准 ，链 接“ 问
需 于 企 ”与“ 问 需 于 才 ”，通 过 为 企
业经营发展和人才工作提供点对点
服 务 ，增 强 企 业 发 展 信 心 。 同 时 ，
企业青年也积极出现在社区、街道
和城市的一次次“测试”中，把收到
的暖意层层传递出去。

（图片由余杭区余杭街道提供）

余杭区余杭街道：创新社区治理 用心为民服务
孙诺亚 姚丽玲 何 甲

中国人工智能小镇

溪塔村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