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工程的“义蓬实践”
因地制宜让乡村“各美其美”

近日，新一轮浙江省文明村镇名单
公布，义蓬街道火星村、义盛村成功入
围——

走进火星村，村内处处是美景：统一
的灰白系外立面围墙，凸显新杭派民居
的风格；占地 5000 平方米的村民休闲公
园，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触手可及⋯⋯

而在义盛村，老底子的姚义盛豆腐
坊、五星小学等景观，结合围垦文化，以
沿路墙绘形式生动展现，再叠加稻田里

露出的铜像景观，仿佛是一个“行走”的
村史博物馆：

“我们立足不同村的具体情况，使千
万乡村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优解，实现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了一个点线面联
动的义蓬路径。”义蓬街道主要负责人
说。

把农文旅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着力
点，义蓬街道差异化推出诸多示范点。
在稻梦春光里，春光村引入外来企业资
本或自筹资金，对村内空置民宅统一租
赁回收，打造连片稻田“三产”融合发展
的模式。去年以来，稻梦春光里承办第
六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杭州主会场等 6 场
重大活动，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实现
旅游营收超800万元。

提升乡村沿途“风景线”，义蓬街道
全面提升美丽乡村综合能级。比如，开
展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美丽环境等行动
百余次，连续 5 个月入围杭州环境整治

“优胜榜”并荣获“洁美杯”；成立红色指
导员工作队伍，组织街道机关干部、村干
部、党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参与规划、
设计、施工、验收、运维和评估等农村污
水提升的全过程⋯⋯

让乡村回归真和美，为乡愁找回栖
息地。“千万工程”让义蓬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拉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
振兴发展链条，打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
通道。

共同富裕的“义蓬样板”
十大共富单元焕发勃勃生机

三年前，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作为浙
江首个省级新区，钱塘扮演着“探路者”
的角色，勇闯新路、勇立潮头，脚踏实地
迈进共富之路。

在义蓬街道，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物
质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共富保驾护航，一
些走在前列的好经验正在不断涌现——

有共富产业楼，比如义盛村创新推
出“企业+村社+招商”机制盘活低效用
地，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匡盛机械，项
目投产后，该厂房实现税收从 3 万元/亩
以下提升到25万元/亩以上的巨大飞跃，
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这也是义蓬街道
内首栋“共富产业楼”。

有共富加油站。义蓬街道按照“多
村联合、跨村开发、收益共享”的思路，由
6 至 7 个村成立公司招引加油站项目，并

按一定比例入股分红。在南沙村，已通
过租赁村级留用地招引加油站落地，每
年收获超 1700 万元租金收益，实现从

“个别富”到“集体富”。
不止于此，义蓬街道还打造共富农

租房、共富联合体等十大共富单元，提升
村集体“造血”能力。比如，南沙村、春光
村、春园村、春雷村、江盛社区与街道规
上企业签约，成立共富联合体，探索出高
质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路径。

目前，义蓬街道所有行政村经营性
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千方百计做大共
富蛋糕，我们还发挥乡贤群体引商的作
用，成功招引 69 家乡贤企业。此外，还
与浙江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6所高校合
作，吸引众多大学生农创客返乡创业。”
义蓬街道主要负责人说。

基层治理的“义蓬探索”
速度温度在发展中和谐共生

基层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义蓬深
知，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不是片面追求
规模经济效益，也不是局限于安全与发
展的简单叠加，而是用系统、战略等理念
推进城市安全发展。

今年省委“新春第一会”，作出深入
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全面加强“三支队
伍”建设的重大决策，再次强调要全面推
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在义蓬，实现
28 个村（社）便民服务站全覆盖，无差别

受理窗口全覆盖，24 小时自助终端全覆
盖，为群众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基层是城市运行的底盘。义蓬推进
基层治理不是“一刀切”，而是尊重基层
的首创精神。去年以来，义蓬街道推动
网格治理模式重塑，在 109 个网格设立
相对固定的议事日，推动网格治理从志
愿服务向参事议事拓展。

在向涛社区，大家普遍希望开辟公
共晾晒区，居民在网格里化身小区规划
师，推动议题变成现实；在头蓬社区，吸
引居民在“老街茶馆”里聊天，整治社区
路面与积水点，办成一桩桩带着“温度”
的小事⋯⋯去年，这两个社区的网格议
事案例入选钱塘区“网格议事破难优秀
项目”。

更多的治理探索正在全域深化：打
造“沙地老娘舅”“好蓬友”等调解品牌，
及时就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探索“纪检
监察+综合行政执法”的联合执法模式，
让执法过程阳光透明；深化基层“大综合
一体化”改革，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参
与”治理新格局⋯⋯

平衡速度与温度，这是义蓬街道发
展的辩证法，也是基层治理的方法论。

“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力求在经济能级提速上先人一步、
在城市能级提质上快人一拍，在美丽能
级上优人一招，扛起‘迭代跃升、二次腾
飞’的历史使命。”义蓬街道主要负责人
说。

（图片由钱塘义蓬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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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义蓬街道：“拓荒牛”有了“心”动力
刘 健 孙晗晓

义蓬街道，位于杭州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钱塘区，如果把这个区

的地形比作一头拓荒牛，那么义蓬便位于这头牛的“心脏”。

有人说，义蓬是座名副其实的城市。7 号线、8 号线等多条地铁在此交

汇，紧邻萧山国际机场，高铁钱塘站正加快建设。近日，还迎来浙江第二座

永旺梦乐城开业，让人不出街道就能购买国际尖货；

有人说，它又是个颇具特色的乡村。青葱馥郁的连绵稻田上，点缀着

“稻乡小镇”“星动部落”等综合体，沙地文化馆、头蓬老街等特色打卡点持续

“上新”，置身这里，让人留得住乡愁，又看得见远方。

曾几何时，义蓬还是一片滩涂。从洼地到田园，是得益于千万工程不断

探索和实践，造就了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群众，也孕育出一个村美、人和、

共富的新义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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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已成为义蓬街道发展的“基因”。

“农业大镇”的增收路径

很多人认识临江，是源于这里的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实，它也是一
座典型的“农业大镇”，它拥有耕地约2万
亩、农户约 1100 户，还托管着约 105 平
方公里“飞地”。

让村村奏响共富曲，临江街道有底
气，底气在于其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探索抱团经营，激活乡村产业。在
临江，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发展模式。“比如依
托东海养殖组建产学研共富联盟，
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促进低收入
农户兴业致富。”临江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临江已集聚省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 5 家，省级以上农
业专业合作社 2 家，带动人员就业
3000余名。

盘活闲置资产，唤醒“沉睡资源”。
比如，临江街道依托“一事一议”平台，将

萧东村闲置老村委会办公楼改造升级为
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创收 70 万元；
加快留用地开发建设，推进实施东庄、萧
东两村约5亩的共富加油站项目建设，实
现村民到经合社股民的角色转变。

“针对辖区部分农民不懂营销、适应
市场能力弱等难点，街道依托辖区商会、
乡贤联谊会等平台，为产销搭桥铺路。”
临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举办特色
农产品展销会、共富集市等活动，推动农
户自种自养的水果、蔬菜、鸡蛋等特色农
产品‘扩圈销售’。”

乡村振兴，美丽风景也能变“钱”
景。今年，临江街道启动全新农文旅发
展计划，致力将田园、游客服务中心、乡

村服务中心等点位串联打造精品农旅
线，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土特产”，如土
烧酒、酱菜、菜籽油等，让生态宜居的“风
景线”和产业兴旺的“振兴线”，激发乡村
发展的新活力。

“产业新城”的共富探索

技术工人是“扩中提低”重要群体之
一，是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重要内涵。
钱塘区拥有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
以临江街道为例，街道辖区产业工人接
近 5.6 万人，约占街道总人口的 86%，如
何作答好这一课题，意义尤为重大。

“我们的打法是打造现代化产业新
城，为产业工人提供一个有归属感的幸

福家园。”临江街道主要负责人说。
不断增强产业工人获得感，临江

街道深化建设融合型大社区。比
如，针对产业工人子女“照看难”问
题，临江街道大力推进婴幼儿成长
驿站建设，打造集托幼、文体等功
能于一体的企业职工宿舍“微驿
站”，以解决产业工人子女照看的

“后顾之忧”。
在各大社区，聚焦青年职工服

务需求，这里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
婴幼儿成长驿站、幸福学堂、百姓健身

房、众创空间、数字驾驶舱、电商直播间
等便民服务场地，形成一个集居住、生
活、教育、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 15 分
钟邻里生活圈。

街道搭台，技术工人“唱主角”，厚植
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在临江街道，一
场产业工人“脑袋富”行动在全域开展，
通过联合辖区求知教育、临江成校等教
育资源，推出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
课程，培育提速新型技术工人队伍。

同时，临江街道坚持做大蛋糕，持续
筑牢发展之基。今年，街道以辖区三大
园区为主阵地，着力构建优势互补、产业
联动、错位发展、链条完备的发展格局。
临江科技孵化园发挥服务业主平台优
势，重点引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优质服
务业项目及税源型企业，为新质生产力
发展积聚能力；传化公路港园区发挥物
流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做大服务业增量，
不断推进集群能级提升；江东科技园发
挥存量厂房优势，腾笼换鸟导入新项目，
闲置厂房焕发出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的新生机⋯⋯

今年一季度，街道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 2.05 亿元，同比增长 35.7%，增幅位
居钱塘区街道第一。实现规上工业增加
值4430万元，同比增长33.9%，增幅位居
第二。实现社零 6529 万元，同比增长
247%，增幅位居第一。

“现代社区”的治理之路

不断做大融合治理，成为现代社区
建设的生动注脚。

在临江，“新临江人”占到常住人口
的90%，也因此面临着管理面积大、管理

难度高等问题。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临江街道积极探索，不断做大融合治理，
做实融合服务，探索出一条平安共富基
层治理之路。

创新议事机制，打通基层治理“神经
末梢”。在高新社区，“新里话”平台为居
民搭建了一个高效沟通渠道，居民可以
通过网上预约，一对一向书记表达诉
求。此外，结合每月 25 日的网格议事
日，由社区书记和网格长组织开设“高新
凉茶铺”。一杯凉茶换一个“金点子”，高
新社区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对接，精准回
应群众所需。

现如今，临江街道将辖区 4 个村社
及飞地区域，划分为网格 41 个、微网格
189 个，彻底打通共建共治共享的“壁
垒”。不止于此，临江街道创新探索“社
企联动机制”，由社区定期组织“红色市
集”活动或各类便民服务活动，直接送至
企业集体宿舍。

创新探索之下，“新临江人”参与社
区活动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推动形
成基层治理共同体。截至目前，临江街
道累计与 53 家单位签订协议，逐渐构筑
起“资源共享、互帮互助”的治理新格局。

“今年临江街道以‘大美临江’品牌
为总牵引，重点推进‘13510’重点工作，
勇攀高峰、勇立潮头，加快建设‘东部产
业 重 镇 湾 区 湿 地 公 园 幸 福 和 谐 家
园’。”临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钱塘临江街道：兴业富民探新路 共享和美新家园
杨 渐 陆 锋

钱塘临江街道：兴业富民探新路 共享和美新家园
杨 渐 陆 锋

初夏时节，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内，游客们闲庭信步，感受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绿意空间，公园的启动区块项目已经完成竣工验收，设有海门

口、海云台等12大特色景观，将打造一个集生态和生活于一体的绿意空间，

整个大湾区湿地公园比4个西溪湿地还大。

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启动区块位于临江街道，它位于杭州最东部，

沐浴着这座城市第一缕阳光，激荡着钱塘江第一波浪潮。行走临江，现代化

的工业园区渐次铺就，未来社区可感可触，未来乡村见富见美⋯⋯一幅乡村

共富共美共治的新画卷正在眼前铺展开来。

（图片由钱塘区临江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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