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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隔壁头，上虞角落头。”过
去，永和镇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一度
成为发展相对落后的“边缘角落”。

“永和的企业家以余姚籍为主，
来永和买房的也是余姚人居多。同
样，永和人也有许多到余姚读书、工
作，可以说两地经济相融、交往密
切。”永和镇党委委员葛浩梁介绍，永
和镇和余姚市兰江街道、梁弄镇山水
相邻、人文相亲，随着交往的密切，探
索两边乡镇联动的管理机制，推动边
界治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
迫在眉睫。

为此，永和镇践行“边界无小事”
理念，结成亲邻党建联建共同体，推
动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管理高
效、共同发展”的跨区域党建联动引
领片区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格局。

聚焦基层治理、社会稳定和矛盾
调解等领域，双方探索实施异地矛盾
联调等工作机制，依托镇村两级矛调
中心和品牌调解室，建立边界乡镇之

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建立健全工伤领
域跨地区就医结算等业务，打通社会
事务界域壁垒，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
乡镇、矛盾不上交不激化”。

沟通多了，矛盾就少了。交流多
了，机会就来了——边界劣势正逐步
转化为永和镇的发展优势。目前，永
和镇提出打造“联甬桥头堡”，就是建
立在跟余姚社会流动、治理互动的基
础上，尽可能地与余姚优质产业进行
产业间的联动，发展好边界经济。

据悉，目前永和镇规上企业从余
姚引入的占七成，形成了以户外用品、
小家电、金属深加工为支柱的产业体
系。永和镇坚持把园区作为引领产业

“联甬”一体化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阵地，建设好丰永休闲时尚
产业园、永和精亮小微产业园。

“作为刚升级为规上企业的年轻
企业，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位于青
峰工业功能集聚区的亿通照明总经

理陈小勤说，信心来自于永和镇政府
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近年来，永
和镇通过召开规上企业发展大会、政
企服务对接会等方式，听取企业意见
和建议，并围绕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落实全方位全链条服务机制，切实提
高服务实效。

全力拼经济，奋战开门红。开年
以来，永和镇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
手工程”，聚焦“1+2+X”主导产业体
系，赴余姚、杭州等多地考察。目前，
已拜访企业 20 余家，重点跟进企业 5
家，涵盖汽车零部件、小家电、新材
料、多功能教学装备等产业。

“永和经济要破题，关键是主动
融入‘联甬’战略布局，与宁波一体化
发展。”永和镇镇长倪诚成说。在甬
绍一体化趋势下，永和镇将充分发挥
紧邻宁波的区位优势，语言相近、风
俗相同的人文优势，把永和镇打造成
为活力迸发的红色古镇、和美幸福的
绿色原乡。

【创新视角3】
边界乡镇，如何践行“枫桥经验”发挥联甬优势

3 月 16 日，省委继续以一号文
件形式指导全省“三农”工作，着力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充分挖
掘资源禀赋，永和镇通过“创意产
业”发展解决收入增长问题、通过制
度创新解决民生福祉问题、通过亲
邻党建联建共同体建设解决区域联
动问题，切实有效推进当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探索具有地方特色
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从樱花绽放到樱桃挂满枝头，
四月的永和镇，让人心驰向往。不
仅如此，杨梅、枇杷、葡萄、火龙果等
水果，还有双季水稻，谱写了永和一
年四季的丰收赞歌。为了更好地提
高当地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永和
镇通过“品牌打造+互联网营销”着
力打造“永和农礼”区域公共品牌，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从源头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显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以“创意产业”带动当地农民收入增
长。

为了科学有效解决乡镇老龄化
这一问题，永和镇通过制度创新，
一方面探索“政府+社会+乡贤”的
协同路径，打造功能齐全的居家养
老中心，针对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个
性化服务；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地方
文化，创造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以何云 IP、多彩朱巷、活力麻岙、永
和老街等文旅融合项目，吸引年轻
人来乡、返乡，打造老少皆相宜的
幸福之乡。

有效沟通是乡镇基层社会治
理 的 关 键 。 永 和 镇 践 行“ 边 界 无
小 事 ”理 念 ，深 入 学 习“ 枫 桥 经
验”，创新乡镇内部和外部互通的
沟 通 交 流 机 制 ，构 建 亲 邻 党 建 联
建共同体，推动“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管理高效、共同发展”。同
时，主动融入“联甬”战略布局，发
挥 毗 邻 优 势 发 展 特 色 制 造 业 产
业 ，更 进 一 步 激 发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潜 能 ，塑 造 出 一 位 全 面 发
展的乡镇“优秀生”。

（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
中心研究员 陈川博士）

专家点评——

从“边界乡镇”到“联甬桥头堡”，从传统农业的“虞东粮仓”到创意

农业的“稻香永和”，上虞区永和镇以活力澎湃的创新精神，积极探索

构建区域党建共融、发展共富、边界共治的协同路径，把边界劣势转化

为联甬优势，把生态魅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打造了政府亲和、乡村怡

和、百姓乐和的新“永和”。

当前，破解乡村养老难题、提升
乡村养老服务，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
化社会的关键。据统计，我国 3/4 以
上的老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在
农村构建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的
养老保障制度非常重要。

永和镇常住人口 12000 人，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5000 多人，
占 比 约 40% 。 如 何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生活品质，为他们提供基础的护理
服务，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老 有 所 为 ，成 为 永 和 镇 全 面 融 入

“青春之城”，打造生态活力镇的必
答题。

“青春之城”不单纯指“青年聚集
型”城市，更要彰显城市“创新、活力、

有为、品质、开放、有爱”的独特气质，
要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中实
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这是上虞区委主要负责人对青
春之城的定义。

“ 永 和 镇 要 保 持‘ 青 春 ’与‘ 活
力’，不仅要打造好就业创业环境吸
引年轻人、留住新居民，也要打造好
生活居住环境守护原乡人、关切老年
人。”永和镇党委书记金琳表示。

走进永和镇朱巷村的居家养老
中心，这里活动室、阅览室、培训中
心、老年食堂等一应俱全。在老年食
堂，村民花费不超过 3 元就能吃到市
场标准 12 元一餐的饭菜，含两荤一
素一汤；对于长久卧病、身体不便的

老年人，实施送餐上门服务，搭建了
“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配送入户”
多层次用餐服务体系。

正在建设的永和镇“乐和”老年
幸福食堂，将采用“政府支持+社会运
营+乡贤助力”的形式，通过专业的第
三方运营机构提供适合老人口味、营
养均衡的饭菜服务。除了政府财政
补助以外，凝聚乡贤爱心设立的养老
基金，为永和镇构建乡村养老机制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为借
鉴，永和镇正着力探索“住宅养老+社
区养老”相结合的服务模式。住宅养
老配备“家庭病床”所需设施，老人需
要护理服务时，养老设施方提供上门
护理服务；社区养老则供身体不便和
患病的老人入住，由养老机构提供护
理服务。

对老年人来说，不仅要保养他们
的身体，也要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
求。

永和镇重视精神文化的润物细
无声效果，通过建设乡村书房等活动
平台，让传统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我们的节日”走村入户，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同时充分挖掘永和特色的
红色文化、四明山文化、运河商埠文
化等，打造何云 IP、多彩朱巷、活力麻
岙、永和老街等，努力创造高品质精
神文化生活，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创新视角2】
青春之城，如何优化“乡村养老”增强百姓福祉

山坡上种植着漫山遍野的樱桃、
杨梅等“四季鲜果”，山坡下是露营基
地和户外活动区，位于永和镇余梁线
一侧的蒙发利生态农庄已经成为研
学团建、休闲采摘的“田园综合体”。

“五一”期间，农庄人头攒动、车辆扎
堆，日均接待量超过 800 人次，樱桃
季实现销售300万元以上。

“樱桃是我们农庄的‘网红’产
品。我们的樱桃跟普通樱桃不一样，
颗 颗 饱 满、色 泽 通 透 ，就 叫‘ 永 和
红’。”蒙发利生态农庄负责人陈冠军
介绍，樱花花期短，大批樱桃会在同
一时间成熟。陈冠军通过自己研究
的“小妙招”实现了樱桃的“错峰生
长”，可卖上一个月。

永和镇位于四明山麓，山水丰
美。永和不仅出产樱桃、杨梅、枇杷、
葡萄、火龙果等水果，还是上虞双
季水稻的核心产区，目前已形成以安
家渡畈为代表的优质稻米生产区，全
镇粮食功能区面积约 1 万亩，被誉为

“虞东粮仓”。
“水稻和水果是永和农业的两大

主导产业。但是长期以来，永和的产
品知名度不高，产品附加值比较低，

品牌形象缺失。”永和镇党委委员马
淑英介绍，因此告别原来低效、底附
加值的发展模式，走绿色、优质、特
色、品牌化发展方向，发展精致农业、
创意农业，成为永和农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

从传统农业到“接二连三”的创
意农业，永和镇锐意创新。目前，永
和镇正着力打造“永和农礼”区域公
共品牌，通过传统水果向精品水果转
型，传统稻米向特色优质稻米进化，
赋予永和“虞东粮仓”新内涵。通过

“品牌打造+互联网营销”积极推广，
力争将“永和农礼”打造成全区性的
公共品牌，让“四季鲜果，永和全有”
成为上虞人、余姚人的共识。

除了发展创意农业，永和镇正在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投资 3500
万元启动村级集体经济全域增收共
富项目，入围浙江省共同富裕创新案
例。项目建成出租后，可实现全镇每
村每年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约 26
万元；申报浙东古运河文化带永和段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项 目 ，已 到 位 资 金
6000 万元，实施项目工程 20 余个，
带动本地就业岗位千余个。

【创新视角1】
乡村振兴，
如何做强“创意产业”迈向共同富裕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先生应邀
为永和镇创作的“创”字章

永和镇居家养老中心

永和精亮小微产业园

为“永和红”樱桃代言

鸟瞰永和

浙江精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生物降解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