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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组团强化联动
将分散资源有效盘活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集中度提高是任
何一个行业的趋势。在慈溪，党建联建像
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村庄集聚在一起，也把
各自零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更强大的
竞争力。

比如龙山镇徐福片区，启动实施“党
建合作、资源共享、发展互惠”的组团发展
新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徐福村 2000 多
万元闲置资金和筋竹、田央 2 村的 200 余
亩土地，被用于康养基地、净菜超市等 16
个项目的开发建设，预计每年能给片区带
来800万元以上的增收。

村庄的联合，并非随意组合。慈溪通
盘考虑各村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治理重
点等因素，以 3 到 6 个村社为规模，科学
分类组建片区，并成立片区联合党委，以

“组织共建、发展共谋、事务共商、利益共
享”的片区运行模式，实现组织形态与发
展形态、社会形态、治理形态相耦合。

拉长长板，放大优势，这是慈溪片区
组团模式的特点。比如倡隆村党委书记
龚建立是省“担当作为好支书”、宁波兴村
名师，他带领匡堰镇南部片区向“美丽经
济”蝶变。组团的三个村成立忆山文旅公
司，通过一条文旅线路连接，把分散的资
源打造成“全域秀美乡村”旅游路线。

不在同一片区域，照样能抱团发展。
在慈溪，飞地抱团型也是片区组团发展的
模式之一。2019 年 7 月，常山县与慈溪
市以高新区上林英才产业园作为“消薄飞
地”的承载合作平台，撬动常山县的村子
抱团发展，盘活各类村集体发展资金。

片区不光集中在乡村，城市资源也
能化“零”为“整”。浒山街道目前有 2 个
市级片区（城西共富共美片区、城乡融合
振兴示范片区）和 6 个街道级片区。其中
的城西共富共美片区，投资 172.44 万元，
打造了沿山文旅精品线提升工程。此
外，片区还在施山、湾底、鸣山等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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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和项目为媒，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

片区组团，只是发展的第一步。要想
撬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还必须构筑片区
发展的“动力源”。

“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大抓项目、重抓
项目。”慈溪市共富试点协调小组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立足慈溪产业块状集聚
特点，推动同类产业聚合发展，以产业补
链强链延链为主思路，在片区内谋划确定

一体化经营项目，积极拓展夜间经济、休
闲旅游、农创培训等新型业态，加快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横河镇梅园片区就是榜样。他们充
分利用山水风光资源，建设乡村电商及旅
游服务中心项目，在直播平台销售杨梅鲜
果及衍生产品达 500 余万元。再如逍林
镇鞋产业片区成立慈溪首家鞋行业协会，
制定推广《室内棉（麻）拖鞋》团体标准，带
动同产值鞋利润增长超150%。

在桥头镇，面向未来，当地已经开始
布局产业。目前，桥头镇成立了桥南片区
和塑料产业整治片区。前者聚集区域内
丰富的红色资源、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生
态资源，计划打造一条农文旅相结合的

“乡村+亲子精品业态线”。后者已顺利
完成老废塑料市场拆迁，腾空土地 87 亩，
将用于建设小微企业园，收益将有力促进
村集体经济壮大。

村庄集聚起来，有利于地方将片区作
为“发展布局”的规划单元，不仅重构了政
策逻辑，可以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土地利
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置高效便捷。

治理联动项目，让慈溪的乡村面貌一
新。在治理上，慈溪锚定城乡接合部、村
村毗邻带等治理薄弱点，实行“片区公约”

“片区共商”等做法，以片区为单位开展综
合治理，通过统一采购项目、统一收费标
准等，有效解决了基层服务效率低、管理
碎片化等问题。

目前，慈溪 1/3 片区实行日常保洁和
垃圾收运统包统管，覆盖 83 个村社，节省
环卫成本近1200万元，同比下降26.3%。

资源的集中，也有助于全面开拓服
务提质项目。乘着片区发展的东风，慈
溪加快推进乡村组团式养老、教育、医
疗、健康、公共交通等优质民生项目，全
年共打通断头路、产业路 77 条，疏通河道
14条。

与此同时，慈溪全面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向片区延伸，建立相应服务事项
清单，因地制宜在片区设立镇级便民服务
中心分中心，真正实现“跑腿少、服务优”，
解决了许多民生服务不平衡等百姓急难
愁盼问题。

强化平台牵引作用，
打造共同富裕强大引擎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
能撬起整个地球。在慈溪，这个支点就是
平台。

做强联合经营平台，是慈溪提升片区
经济增长韧性的手段之一。新浦镇东部
经济培育片区，当地的集体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颇有名气。公司通过将村级集体资
产吸纳到镇级资产运营平台统一管理，仅
海涂发包项目每年增收近800万元。

注重创新片区发展的方式方法，探索
形成好用、管用、实用的支撑手段，着力打
造片区经济增长新引擎。这样的实践，在
片区发展中比比皆是。

据了解，慈溪鼓励片区积极推进村庄
联合经营，按照多村合作、镇村联营、国资
入股等形式进行发展经营，目前已经培育
成立 32 家片区强村公司和片区股份经济
合作社联合社，统一经营村级集体存量资
产，通过片区发展平台释放市镇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

片区发展，不光要做强联合经营平

台，还要做大就业增收平台。令人欣喜的
是，慈溪抱团发展的片区已经拓展出“租
金+股金+薪金”的增收致富渠道，形成企
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
格局，打造定向招工、农旅融合等各具特
色的“共富工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低收入群体就近就地灵活就业。

比如附海镇与常山县东案乡，以丝
瓜络为媒，开展山海协作项目——附海
镇把文创元素植入两地丝瓜络产业链，
在丝瓜络产销合作基础上，增加铆接点，
充实产业链，形成农业、文创业发展双循
环，引导当地 2800 多农户参与种植，每
户增收近 1.3 万元，探索打造“山海”共富
示范样板。

做优数字赋能平台，为乡村发展蓄
能。慈溪市共富办相关负责人说，以全国
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为大场景，他们上线运
行数字乡村平台，形成“1115N”的整体架
构，研发推广了“先锋户联”“共享冰爽爽”

“易富农”“群治分”等一批具有慈溪标识
度的特色场景应用，助力片区整体智治迭
代升级。比如“共享冰爽爽”数字化应用，
有效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入选省强村富民
乡村集成改革典型案例。

片区发展能行稳致远，离不开政策保

障。慈溪建立以片区为单位的城乡统筹
要素保障机制，推进更多资源、要素向片
区集成配置，比如制定《涉农资金优化整
合改革工作方案》，统筹全市涉农资金
8.28 亿元，对市级片区优先给予政策扶
持。

2023 年是片区组团共富试点的冲刺
之年，慈溪也立了一个小目标：持续聚焦
打造片区组团共富标志性成果，力争到
2023 年底，实现慈溪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
以上的村全覆盖，经营性收入100万元以
上的村占比提升至 60%，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持续优化。

今后，慈溪将深刻把握“党建联建”
到“片区组团”再到“城乡缩差”的内在逻
辑关系，谋划形成《片区组团共富导则》
等一系列建设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模式，奋力打造缩小城乡差距“慈溪样
板”！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

进，如何深度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2019 年开始，慈溪聚焦乡村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

动具有互补互促互联互动条件的

村组成片区，以片区党建联建牵引

带动规划联体、产业联动、社会联

治，构建高质量发展联合体，逐步

打造一条乡村共富共美的实践路

径。

2022 年，慈溪党建引领乡村

片区组团共富相关做法成功入选

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和省共同

富裕首批最佳实践；当年全市经营

性 收 入 50 万 元 以 上 村 庄 达 到

98.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56，为宁波各区（县、市）最小。

以入选省级共富试点为契机，

慈溪全域深化推广党建引领乡村

片区组团发展模式，目前已培育市

镇两级组团发展片区 81 个，落地

发展项目 215 个，形成了一批具有

慈溪标识的标志性成果和普遍性

经 验 ，为 打 造 共 同 富 裕“ 慈 溪 样

板”、推动“两个先行”贡献更多的

慈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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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难点
也是重点。走先富带后富，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之路，是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慈溪全
域推进乡村片区重组，在城乡融合
趋势下打造高质量发展联合体，探
索一条乡村共富共美的实践路子，
乡村振兴的“盆景”正因之逐渐变
成一道“风景”。

慈溪联村共富的实践探索可
以用“三字诀”来概括：一是做强了
党建“统”的文章。如何把分散的、
各自特色优势特点不同的村的组
织、资源、发展目标凝聚在一块，党
建引领统筹是必然之举，亦是关键
之举。慈溪以党建统领把全市 260
多个行政村组成了81个片区，形成
资源统筹型、治理联动型、项目牵
引型、飞地抱团型等九类统筹模
式，是高明之举。二是做深了城乡

“融”的文章。农村现代化是城乡
融合的现代化，离开城市的农村是
难以走远的。慈溪通过项目、产
业、平台、公共服务等载体把乡村
振兴放在城乡融合这个系统工程
中去推进，这既是缩小城乡差距的
应有之义，也是以城带乡的顺势之
举，必然为农村发展、农民富裕提
供持续不竭的动力。三是做大了
业态“兴”的文章。理念一变天地
宽。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会有产业
广阔发展前景，片区组团发展的改
革思路意义在于，它解决了在生产
空间有限的乡村如何做大业态的
问题，片区组团为统筹产业、资金
和人力资源的关键要素，为协同一
二三产发展、丰富业态模式提供了
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也为农村农
业现代化的开花落地提供了适宜
土壤。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研究员 潘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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