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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传承 一手创新 铺设乡村共富路
王玛咪

“周末得排队半小时才能喝上，

最高纪录一天卖945杯。”遇见·茂

新稻田火车咖啡馆老板打开页面展

示：这个开在田间地头的小店，占据着宁波咖啡厅打卡人气榜前列。

作为浙江省首批公布的60个共富观察点之一，山水普通、区位一般、

资质平平的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茂新村，到底是如何“出圈”的？

走访其间，可以看到400多年前的御史府邸重焕活力，看到航天技术

与现代农业擦出火花，看到以文化引流、以产业创富的茂新村亮点迭出、

流量倍增，村民们鼓起了“钱袋子”。

2022年茂新村居民人均收入5万元，比所在海曙区农村居民平均收

入高出 3500 元。村集体收入 2022 年达到 123.5 万元，2023 年可超

400万元。

夕阳余晖中，茂新村的清代建筑飞檐连接着远处“太空模拟空间站”

的画面，生动写照着乡村振兴的传承与创新，追寻着共同富裕村级样板的

答案。

（图片由宁波市海曙区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提供）（（图片由宁波市海曙区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提供图片由宁波市海曙区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提供））

打造一张标签：
御史文化解锁“流量码”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茂新村以
“中国御史之乡”这张文化标签，解锁了
乡村振兴的“流量码”。

“我们村有一个宝贝是别的村没有
也学不来的，林氏一门出过 8 位御史，
留下一座明晚期的御史中丞第。”被村
民请回来担任村支书的“能人”林忆聂，

“盘家底”时就决定以御史文化为特色
名片，牵引茂新村发展。

打造“文化标签”，茂新村“虚功实

做”。一方面积极向文保部门申请，将
明朝两代御史林祖述、林栋隆父子的宅
邸御史中丞第列为区级文保单位，与浙
江大学文化与博物馆学系联合打造具
有辨识度的中国（海曙）御史文化陈列
馆。另一方面，深挖御史家族耕读传
家、明辨是非、清廉忠良的传统家风，结
合当代廉政建设，开展党建、团建活动；
排演村歌村舞“御史故里梦中甜”，细致
讲述清廉文化。

打造“文化标签”，茂新村“串点成
面”。御史中丞第只是茂新村村史文化
的载体，一路之隔宁波家风馆的落成，
则是全市第一家集中展示甬城甬人好

家风好家训的文化空间。从御史中丞
第到宁波家风馆，文化空间载体升级，
茂新村文化标签也愈发厚重。

依托省级“非遗”黄古林草席编织
工艺传承基地，开通“舟游古林”水上航
线。“小长假期间日接待游客量达20万
人次。”家风馆馆长虞周玲说，体验完非
遗手艺再买点农特产品，是城里人习惯
的“茂新打开方式”。

活化利用历史资源，传统文化与时
代价值链接，御史文化这一个性化标
签，让茂新村在浙江 2 万多个行政村中
免于千村一面，为其带来累计120万余
人次的流量，文化优势释放出强村富民
的红利。

创新一个产业：
农文旅融合探索“共富路”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太空农业”
衍生出农文旅融合新业态，茂新村以人
流、消费流探索乡村共富路。

农文旅融合，是大部分乡村探路
共 富 的 产 业 路 径 ，茂 新 村 凭 什 么 能

“出挑”？
有特色。300 斤重的南瓜、粉紫色

的番茄、1 米长的四季豆⋯⋯“太空植
物园”引来了关注，茂新村在田间又架
设起 1∶1 的航天器模型，“农业+科研+
航空”特色场景，吸引了研讨团、遛娃
族。航空科技点亮了传统农业，传统资
源变成了能带来收入的资本。

成体系。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需要
自成体系的配套。为解决游客吃饭、会
务、休息等需求，茂新村投资 600 多万
元，购置、装修 8 节绿皮双层退役火车，
改装后的火车餐吧，补齐乡村游短板，
风吹麦浪中就餐的特殊体验，赢得了年
轻消费群体。

可持续。“火”了一把又一把的茂新
村，能否持续发展？“今年以来，村里周
末平均人流量在 5 万人以上。”茂新村
渐渐变成了城里人的农村，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城里人带着农副产品和文
化出村，资源在城乡间循环流动，城乡
融合助推茂新村振兴。

没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茂新村
在广阔的田地上依然讲出了生动的故

事。把故事变成流量、流量变成现金
流，正是基于做好了农文旅深度融合这
篇文章。

富裕一方百姓：
享受现代文明“新生活”

乡村振兴，共富为本。一手传承文
化，一手创新产业，茂新村用文化引流，
以产业创收，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乡村振兴是等不来，靠不来的，村
民们信任我，我带领大家一起奋斗奔共
富。”林亿聂意识到，村子要富起来，一
定要让村民们先富起来。

如今的茂新村村民，有了一个个新
身份。75 岁的林光荣重新上岗“太空
植物园”守护人、52 岁的林维儿在共富
工坊售卖自家“蜃蛟米食”⋯⋯御史河
边一字排开的摊位也多为本村摊主，这
些 小 吃 摊 位 ，平 均 日 营 收 在 3000—
4000元，节假日期间，闹猛的摊位日销
售可破万元。

随着村庄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也

回流到村里。“吃住在家，每月存下的钱
是以前的两倍。”从市区回到家乡的金
鸳鸳，投入如火如荼的“艺术乡建”。家
风馆的 90 后讲解员戴梦娜，更是把根
扎在了村里：“茂新村改变了我对农村
的认知，它提供了一种既拥抱自然又享
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种共享现代文明的乡村生活，村
民林阿姨在“智慧医疗空间”里真实体
验了一把。“不用出村就完成了体检，太
方便了!”和林阿姨一样，村民们通过乡
村数智生活馆，家门口就完成政务服
务、金融服务、医疗就诊等。

不仅在家门口赚到钱，鼓起“钱袋
子”，还在家门口享受和城镇同等的公
共配套服务，这是茂新村村民感受到
的真切幸福，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所
在。

茂新村，以“领头雁”带动全村共
建共治共享，以农文旅融合持续挖掘
乡村振兴动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浙
东农业村蜕变为城里人向往、村里人
自豪的“网红村”。正因其普通，其所
实践的路径，将为绝大多数如它一样
普通的村子，提供经验。

“茂新村初步走出一条普通村依
靠自身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在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看
来，茂新村结合村情打造文化标签的
做法、根据城市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
的城乡融合思路、以改革创新推动创
富的经验，具备一定的复制和推广性。

宁波家风馆集中展示甬城甬人好家风
好家训，将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链接。

在广阔的田地上，茂新村讲出了生动的农文旅融合故事。在广阔的田地上，茂新村讲出了生动的农文旅融合故事。

“农业+科研+航空”的特色场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研学团。

海曙古林镇茂新村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

制定“一张单”
优化监管模式

近日，新昌县儒岙镇以“政府派单·
综合监管”的形式，牵手市场监管、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辖区16家规
上胶囊企业进行了一次“大体检”，将 6
个高频易发事项一次清查到位，并形成

“病历”“药方”和“复检项目”，让企业主
能对问题有效整改，确保“药到病除”，
力争做到检查成本最低化、市场干扰最
小化、执法效能最大化。

为持续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儒岙镇坚持“进一次门、查多
项事、一次到位”的原则，试点实行“政
府派单·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系统梳理
各领域监管事项，对不同等级、不同类
型的监管对象，建立涉企“绿、黄、红”分
类监管制度，为企业量身定制“全科体
检套餐”，统一设定联合检查事项和检
查表单，实现精准吹哨派单、依法分类
处置。

这是新昌县推行“政府派单·综合
监管”模式的一个缩影。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深入探索审批、监管、执法相
互协同的综合监管制度，提高事中事后
监管整体效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今
年以来，新昌县创新“政府派单·综合监
管”工作模式，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
根据监管所需，向牵头部门派单，由牵
头部门联合协同部门通过浙江省“大综
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进行处
置。对涉及多个监管领域的同一监管
对象，开展“一次检查、全面体检”的综
合监管检查；对涉及多个监管环节的同
一监管对象，实施“全程闭环、无缝衔
接”的联动监管，进一步加大各部门之
间的协作力度。

新昌县围绕民生关切热点、重点工
作落实、关键时间节点，全面梳理经济
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领域监管事
项，根据涉企专项检查、联合执法、综合
查一次等行动需求，理清监管底数，建
立“绿、黄、红”三级综合监管对象名录，
并结合新昌县各乡镇（街道）所涉及的
行业领域风险特点，从具体措施、完成
时限等方面进行细化，形成重点突出、
内容详实的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实现监
管效能最大化、对监管对象干扰最小

化。
今年以来，新昌县共开展“一表式

一次性”高效联动检查1757次，减少企
业干扰901次。

迭代“一次查”
全面提升质效

秋季露天焚烧进入高发期，近日，
新昌县小将镇综合信息指挥室通过镇
域露天焚烧趋势研判，依托基层智治综
合应用平台向镇秸秆禁烧专班小组、小
将派出所下派“秸秆禁烧联合专项监管
行动”任务。自接到任务起，小将镇组
建联合监管队伍，针对镇域六大片区开
展常态化巡查。

这是小将镇创新推进“森林防火综
合监管”应用场景建设的缩影。小将镇
创新“定期+派单”监管模式，围绕本领
域“高频次、高权重、易发生”事项，梳理
了食品安全、燃气安全等 11 个大类事
项，全力开展“政府派单·综合监管”联
合行动，既压实了属地各方安全责任，
又借助“综合查一次”实现了“进一次
门、查多件事”。

“通过构建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
规范有序的执法体系、协同联动的监管
体系，明确‘谁来管、管理谁、怎么管’的
问题，通过乡镇（街道）吹哨、部门响应
实现政府监管职能前置，促使‘末端执
法’向‘诉源治理’转变，加快形成上下
贯通、监治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小
将镇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新昌县建成综合监管执法
指挥大脑，打通政法、公安等 7 个部门
数据壁垒，实现 1000 余路公安视频监
控及 72 路县域高位视频资源共享，推
动监管场景提质扩面，创新打造“智慧
渣运”“智慧控违”“油烟监管”等县域特
色场景，构建市容环卫、市政公用等 11
个方面内容“智能发现—自主比对—快

速派单—及时处置”有效监管闭环。自
运行以来，智慧平台案件处置时效同比
提升4.1倍，执法争议下降40%。

此外，新昌县还全面推行“智慧+”
“掌上执法”检查，提升基层执法效
能。该县将数据模块与省行政执法监
管（“互联网+监管”）平台移动端对接，
通过掌上执法系统接受检查任务、开
展证据采集、匹配检查表单、录入检查
结果、完成电子签章签名等，并与省统
一处罚办案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执法
检查自动化流转、联动化协同、智能化
分析闭环。

健全“六个全”
转变执法方式

为全面塑造执法改革新肌体，新昌
县建立了“属地负责、行业监管、分级分
类、分工配合”的综合监管机制，由乡镇

（街道）党委政府牵头会同各行业主管
部门依法履行政策制定、审查审批、业
务指导、日常巡查、强制检查、监督抽查
等职责，建立协调会商、督查考核等机
制，将“派单”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绩
效考核。

聚焦执法高效协同、管理智能迅
速、联动集成互通，新昌县围绕健全“六
个全”，推动监管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

监管对象全覆盖。全面梳理对“政
府派单·综合监管”涉及的各部门、各领
域监管对象，依法依规纳入事中事后监
管范围，做到检查全覆盖、监管无死角。

监管内容全要素。坚持以人员、设
备、环境、制度等为基本单元，梳理整合
属地政府综合监管内容，实施集成化、
标准化要素管理。

监管流程全闭环。有机融合各环
节监管职责，创新完善监管方式，改革
优化监管程序，实现流程全链条、监管
全闭环。

监管执法全协同。建立协同联动
的“政府派单·综合监管”机制，融合监
管规则，统一监管行为，实施一次检查、
联动执法、联合惩戒，实现监管效能最
大化、对监管对象干扰最小化。

监管数据全共享。健全审管衔接
机制，推进行政审批、行政检查、行政处
罚等数据的汇聚治理、互认共享，有力
支撑风险预警、综合监管、联合惩戒等
工作。

监管结果全公开。坚持“公示为原
则、不公示为例外”，全面公示履职过程
中产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
查结果等监管信息，提高监管透明度，
强化对监管执法行为的约束，发挥社会
公众对经营主体行为的监督作用。

“我们将牢牢坚持系统集成思维，

以‘增值化’改革理念，全面推行‘政府
派单·综合监管’工作机制，一体协同、
整体联动，促进资源整合、市场减负、执
法增效，进一步撬动整体政府效能，实
现增值效应，着力打造‘政府派单·综合
监管’新昌样本。”新昌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派单 综合监管

新昌：创新综合执法模式，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孙 良 章云赟

政府派单 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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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府派单·综合监管”既是打造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担当之

举，更是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必经之路。

今年以来，新昌县坚持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切入点，以经济治理、

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中热点难点领域为重点，创新实施“政府派单·综合监管”模式，探索基层执法监管难题的破

局之法，维护和保障执法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构建全面覆盖、整体协同、高效规范的闭环综合监管体系。

（图片由新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新昌江两岸 马骏 摄新昌江两岸 马骏 摄

开展“综合查一次”执法行动

建立“警执联动”管理模式

“数智城管”让城市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