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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城

乡面貌脱胎换骨、民生福祉大幅

改善⋯⋯衢州市龙游县这个昔日

山区小县正如一颗耀眼明珠，熠熠

生辉。

作为全省第一批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地区差

距试点和全省第二批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改革探索类

试点，近年来，龙游加快追赶跨越，

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城乡融合发展

等战略，加快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资本链、服务链“五链”融合，放

大两个试点的叠加效应，扎实推动

试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在全省山

区 26 县中脱颖而出、在四省边际

率先崛起。

生态工业“生强枝”

前不久，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
上市。这是龙游首家上市的特种纸企
业，也是当地连续 3 年成功上市的第 3
家生态工业企业。

发展生态工业不是简单粗暴的
“一刀切”，而是在发展中把“蛋糕”做
大做好，结合实际情况重塑竞争力，让
其“生强枝”，这从龙游的传统支柱产
业特种纸产业便能看出。

龙游港旁边的浙西南大宗物资进
口仓配交易中心内一派繁忙，叉车正
在将一摞摞纸浆搬运至货车上。龙游
经济开发区下属国资公司新发集团资
管贸易部部长吴皓亮介绍，在造纸成
本中，纸浆成本占到 60%到 70%。为
此，龙游抓住自身临港仓储资源，在纸
浆的购买、运输和仓储等关键环节做
文章，制定了“仓储+贸易”和“供应
链+仓储”两套模式，有针对性地解决
特种纸企业仓储规模不够和采购成本
波动较大两大关键痛点。

特种纸企业是用水和废水排放的
大户，但不同企业生产不同的纸、使用

不同的原材料，对生产用水的水质要求
也不同。于是，龙游经济开发区投资搭
建废水回用通道，在为企业降低用水成
本的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工业水厂、污
水处理厂的运行压力，促进经济绿色发
展。截至 2022 年底，园区规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用水量为 46.1 吨/万元，同比
下降16.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5%，利用非常规水1292万吨。

在龙游造纸产业中枢的大屏幕
上，从上游的造纸原料，到中游特种原
纸，再到下游的各类特种纸等行业数
据、产品特性一目了然。聚焦特种纸
产业的上下游协同能力弱、中小企业
数字化程度低、精准治理手段缺等问

题，龙游打造该应用平台，为造纸企业
提供个性化的改造方案。目前已累计
向县内 41 家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问
诊服务，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382 万
元，产生能耗、人力、设备效益共计
3200万元。

特种纸企业只是龙游发展生态工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龙游县通过树
立“绿色、高效、富民”三大导向、突出

“平台、企业、项目”三大抓手、强化“数
字、科技、人才”三大赋能，探索出一条
山区县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数据显示，2022年，全县规上亩均
税收同比增长 47.83%，规上工业亩均
增加值同比增长 19.51%，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05.9%，增速均位居
我省山区 26 县第 2 位。今年 1—8 月，
全县规上工业亩均税收达到 18.1 万
元/亩，同比增长64.5%。

“小县大城”绘新景

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做
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在工业经济
迈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同时，
龙游县发力农民集聚转化助力共同富
裕，探索一条“城乡互动融合、集聚发
展共富”的蝶变之路。

“孩子户口在塔石镇农村，我和他
爸爸在城里工作，幸亏有这个政策，孩
子就可以在城里上学，不仅能享受到
优质教育资源，接送还很方便。”位于

龙游城区的柳园小学课后服务刚结
束，二年级学生徐楷哲的妈妈正好下
班结束来接孩子回家。徐妈妈口中的

“这个好政策”就是随迁子女入学新
政。为全力做好农民集聚转化“后半
篇文章”，龙游结合实际制定“暖心十
条”惠民利民政策，从衣、食、住、行、学
全方位打造优质服务，推出“公农贷”

“零首付”“创业贷”“养老补贴”等一系
列举措，为集聚农民“留下来、安下心”
提供保障。

农民“愿意来”，更要农民“融得进”。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溪口镇

枫林村际上自然村村民叶女士深有感
触。之前，她住在老家的时候没有工
作，搬到城区后，通过“奔富通”农民集
聚转化应用中的“就业人员匹配”模

型，她被推荐到小区来料加工点上班，
其丈夫也在溪口镇开发区工厂上班。

“现在我们夫妻俩年收入十几万元，还
买了小汽车，生活越过越幸福。”她说。

这是“奔富通”应用便民惠民的一
个缩影。针对农民集聚转化底数不
全、服务不精准等痛点难点，龙游以数
字赋能，推出“奔富通”农民集聚转化
应用，打造“集聚、安置、共富”三大场
景，通过数据集成、多跨协同，为集聚
农户提供就业岗位智推、医疗保障智
感、老人就餐智享等暖心服务，有效消
除后顾之忧。

时下，在龙游各个乡镇国土整治
工地上，挖掘机挥舞着长臂，工人们忙
着作业。农民集聚转换搬迁闲置的建
设用地经过拆旧复垦，变成了一块块
耕地。龙游又推出“耕地管家”产业发
展模式，将农村土地经营权统一流转、
公开竞价，引入主体公平参与新垦耕
地后续管护，既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
又守好了粮食安全底线，实现农民、企
业、集体、政府四方共赢。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农
民集聚小区（点）36 个，集聚人口近 5
万人。其中，仅 2022 年就新增集聚
农 民 5337 人 ，立 项 复 垦 建 设 用 地
1433 亩，提高城镇化率 1.5%。

随着生态工业优势不断迸发，城
镇化活力加快涌动，幸福画卷已在龙
游大地上徐徐展开。

（图片由龙游县发改局提供）

塑造生态工业新优势 探索城乡融合新路径

龙游：在迭代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梅玲玲 方晓斌 郑天帆

龙游经济开发区航拍全景

设有特种纸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中心的龙游经济开发区双创综合体

“奔富通”农民集聚转化应用 集聚农民参加“龙游发糕”特色小吃技能培训集聚农民参加“龙游发糕”特色小吃技能培训

李俊杰

近年来，海盐县澉浦镇澉川社
区在“澉治链”治理的基础上，聚焦
共建、治理、服务三大理念，以多元
融合、一老一小为基本内涵，打造

“澉念”品牌，建设全域共享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打造城乡一体化未来
社区的特色样板。

凤凰佳苑是海盐澉浦新市镇较
早的安置小区之一，刚建成时每幢房
子都没有做隔断，整体比较凌乱。随
着入住居民的增加，增设围栏的呼声
越来越多。澉浦镇澉川社区立即会
同旅投集团、村建办、物业公司等召
开联席会议，做好设计方案，听取居
民意见，最终安装上围栏，获得了居
民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澉浦城乡一
体化进程中的问题，更好地服务居
民，澉川社区构建了由村社区、物业、
社工机构三方，人大、政协、旅投集
团、镇（区）各职能部门等多个单位，
居民代表参与的“3+X+1”平台，形成

“收集—交办—处置—反馈”问题闭
环联处机制。今年以来，澉浦镇共召
开联席会议 6 次，推动解决了包括翠
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排屋围栏安装
等各类民生问题。

近日，位于澉川社区的老年食堂
试营业，刚过 11 点，就有不少老人在
食堂里等待。工作人员将“一荤一素
一汤一主食”的标准午餐送到老人面
前。姚其芳老人吃着热乎的饭菜说：

“6块钱就有一荤一素一汤，家里不用
开火了，吃得省心又放心。”

今年以来，澉川社区以未来社区
创建为契机，深入开展“一老一小”优
质服务提升行动。一方面，采取“居
家—社区—机构”的运营模式，为社
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健康指导、文
体娱乐等服务，同时社区还设立家庭
医生巡诊服务点，开展“银龄课堂”服
务，完善未来养老服务场景。另一方
面，以“托管+教育”形式构建起普惠
性公益性支持体系，创建社区托幼服
务驿站，提供育儿技能指导、亲子游
戏陪伴等服务，每周为辖区内的幼儿
开设绘本阅读等公益性课程，同时结
合暑假开展青少年夏令营、幸福学堂
等活动。

此外，澉川社区将网格智治和物
业相结合，引导居民代表等小区骨干

“带头管”，同时组建小区居民自治
“红管家”队伍，秉持“家园”共建、多
元融入的理念，补齐物业服务短板，
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家园服务；开
展微服务进小区活动，让群众不出小
区尽享“一揽子”服务；持续深化“啄
木鸟工作室”“邻里议事团”“解铃工
作室”等既有品牌，进一步激发小区
治理活力，今年以来解决了关于环境
卫生、毁绿种菜、集中晾晒、公共安全
等问题 30 多个；通过整合各方资源，
开展社区贤达培育评选，搭建协商议
事平台，挖掘拓展家园服务等，将邻
里守望与社区治理有机融合，推动社
区基层治理持续优化。

海盐县澉浦镇：
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

老年文体活动（图片由海盐县澉浦镇人民政府提供）

闲林港为杭州市余杭区区级河道，
全长 9.12 公里，南起闲林老街、北至余
杭塘河，流经闲林、仓前、未来科技城等
核心区块，是重要的行洪、引配水河道。

晚风轻抚，一条闲林港串联起烟
火古埠与水乡风光，不少居民迎着晚
霞沿着绿道前往闲林老街散步，悠游
自在，好不惬意。

然而曾经的闲林港却因为河道水
质问题受到周边居民诟病，尤其是在闲
林港高扬国际大酒店景观桥处，受沿河
工地违规排放施工废水、生活污水影
响，河道水体流动性差，外观浑浊、漂浮
物明显，不时有异味飘来，与“闲居林
下，绿水行舟”的美好画卷不相匹配。

为有效改变这一状况，余杭区多
部门联动，共同推进闲林港河道综合
治理。由区林水局组织实施闲林港生

态补水工程，增强配水功能，并疏通孙
家坞溪支流阻断，引水入河改善水质；
区三治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区
住建局、闲林街道等单位联合对沿岸
工地进行排查整改，拆除工棚 6 处、截
污纳管 5 处，彻底斩断工地污水入河；
同时，由闲林街道落实河道清淤、生态
治理工作，累计清淤 5 万立方米，安装
增氧设施 7 处、增置生态浮床 2 千平方
米、投放鱼类2万尾等等。

“通过多方协作配合，闲林港及周
边河道水质实现了质的提升。下一
步，闲林街道将持续坚持守河有责、守
河尽责，不断加强对河道沿线工地的
巡查、监管，做好河道的长效保护，还
居民一条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闲
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受益于河道综合整治，烟火古埠

闲林港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小端
午龙舟盛会、水乡婚礼民俗节等特色

民俗活动先后在闲林港举行，收获周
边群众的一致好评。

精准施策 源头整治

烟火古埠闲林港焕发新活力
王婷婷

精准施策 源头整治

烟火古埠闲林港焕发新活力
王婷婷

闲林港小端午龙舟盛会 （图片由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提供）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位于柯桥
西南部，它是国兰祖地、春兰之乡，是
绍兴柯桥古老繁华的历史名镇。近
年来，在建成“乡村振兴示范区、全域
美丽标杆镇”的道路上，漓渚镇加快

发展脚步，聚力打造书香兰渚县域风
貌区。漓渚镇以“乡贤归心”“乡贤助
力”和“乡贤归巢”为导向，号召乡贤
们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助力乡村振
兴。

乡贤反哺家乡乡村振兴
漓渚镇的乡贤有不少，除了本地

乡贤，外地乡贤主要集中在云南、广州
和上海等地，主要从事于花木、针纺和
建筑等行业。这次听说自己的家乡漓
渚镇要打造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申
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用“回归”两个字
诠释了担当二字。作为一家常年在上
海打拼的公司，申地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负责人、乡贤林立峰一直心系家乡，
这次回归更是归心似箭，在书香兰渚
县域风貌区建设中出谋划策，反哺家
乡的建设。

乡贤参与建设城乡风貌带
近年来，为助力乡村振兴，漓渚镇

积极挖掘乡贤资源，充分调动乡贤群体
在建设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中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邀请乡贤为美丽乡村建设
建言献策。搭建“家乡为乡贤服务，乡
贤为家乡贡献”双向平台，实现多方参
与主体的多赢、共赢，保障乡贤助力乡

村振兴健康持续发展。镇里首位“科技
兰”兰农童水标积极参与兰苑景区化改
造，为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
题建言献策。“家乡建设书香兰渚县域
风貌区，我作为一名乡贤和兰农，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可能地多出
力。”童水标说。

乡贤归巢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漓渚镇结合基层统战工作实际，
以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建设为纽带，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及环境改造，使得
城镇风貌整体得到提升，促乡贤能人
诚心归乡、安心归乡、倾心兴乡，充分
释放人才引擎的强劲动力，激活乡村
振兴“一池春水”。乡贤徐光炎常年在
外经商，却时刻关心家乡发展，随着家
乡漓渚在基础设施、地域自然、人文特
征等环节的日益完善，他毅然决定返
乡创业，开办余西盆景，打响漓渚花市
盆景区的知名度，为家乡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柯桥乡贤助力打造书香兰渚县域风貌区
鲁耀芳 汤仲国

乡贤回归助力绍兴市兰花科研所培育基地落成 （图片由柯桥区漓渚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