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版式：施鑫雅34 专版

新型城镇化，让县城迎来新机
遇。

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五年两位数
增长，新设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接连创
新高，新引进 35 岁以下大学生人数
逐年增多⋯⋯在杭州西部，“中国最
美县”桐庐不仅有颜值，“大城小县”
发展潜力加速释放。

桐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自改
革。近年来，桐庐县坚持问题导向，
在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中，打通诸多堵
点、痛点，累积发展优势。截至目前，
桐庐已出台 40 余项改革制度成果，
多项改革经验在省市全面推广，甚至
为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提
供了基层实践与素材。

作为浙江省首批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试点，当下，桐庐
正紧抓“杭温高铁”开通机遇，打造杭
州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全域高
品质美丽标杆示范地，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足音铿锵。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

“大城小县”，无论是县域面积，
还是经济体量，都不占优势。但桐庐
自有其特色，在西部区（县、市）中最
靠近杭州主城区，处在产业转型关键
期，桐庐经济开发区的平台主引擎作
用不断凸显，承接“大城”产业、人才、
资本外溢，有基础优势。

在桐庐看来，以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切入口，可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之效，方向就是加快城乡要素的双向
流动，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
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在营商环境上，县域
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这集中体现在制度性交易成本
上。桐庐的首要破题，便是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切实降低这类交易成本。

审批更快。桐庐在全省首创成

立投资项目“一站式”服务中心，为投
资项目提供咨询、代办、审批等全流
程服务，审批提速80%。

服务更优。今年以来，桐庐聚焦
投资项目全链条“一类事”，实现重点
领域重大项目“极速开工确权”常态
化，从企业需求出发制定招商全周期
一件事、极速开工确权操作指引，将
原本 26 个环节 179 项申报材料归并
为3个环节28项材料。

机制也更长效。围绕为企办实
事，桐庐推出“四敢办”，让干部敢为，
引领基层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
创，建立问题“发现—交办—办理—
反馈”闭环机制。

成立全市首个营商环境监督和
服务中心，打造快递物流增值服务中
心，为企业解决各类诉求 747 个⋯⋯
一项项制度创新探索，桐庐正在激发
市场经营主体的无限活力。

营商环境优化的落脚点，在于培
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今年上半年，桐
庐首个百亿级制造业项目环球新材、
中国·桐庐富春江影视产教示范区等
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全县新增市场经
营主体 1.63 万户，同比增长 55.15%，
创历史新高。

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
“低效经济”向“美丽经济”升级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展，农
村的衰退与空心化是工业化国家需
要经历的阶段。作为“城尾乡头”的
县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以桐庐为例，一方面，人口向中
心城镇聚集，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
部分村庄面临自然“消亡”现象，高度
碎片化的“小农户”更面临着地质灾
害的威胁与老旧房屋的安全隐患；另
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使土地要素保
障紧缺，陷入无地可用难题。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这个发
展是城乡融合的发展。桐庐的破题

之道，在于推动城乡要素互补流动，
以城带乡实现共富。

近年来，桐庐首创性推行农村
“优地优居”改革。创新探索空心村
整治、中心村集聚、公寓房安置、人口
转移集聚等模式，有效解决群众建房
难、人居环境差等问题。同时，通过
复垦乡村闲置低效的集体建设用地，
建立健全“飞地入园”利益共享机制，
从而实现以工带农、城市反哺农村。

走进桐庐县百江镇后河村，过去
偏远的“空心村”如今成了崭新的江
南富春民居集聚区，变成了让人羡慕
的“网红村”。“我家原先的老房子造
了有 60 多年，一到梅雨季，就很担心
屋子会被冲倒。”搬进新家的村民周
洪强说，县里开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后，村里开始根据大家意愿整村搬
迁，自己再也不用担心房屋安全了。

释放土地活力，优化空间布局，
从长远看，实现了利益共享、多方共
赢。拿后河村来说，村民住进了新
房，土地连片整治 200 余亩，村集体
收益 1100 万元，还成功招引杭州大
隐集团打造乡村酒店、民宿5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出来的
建设用地，由县级统筹调剂，用于产
业园区厂房建设，产业“红利”再分配
至村集体。近三年，桐庐县累计盘活
闲置农房262.08亩、农村低效产业用

地895.12亩。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分而治之”向“攥指成拳”集成

基层看得见却管不着，职能部门
管得了又看不见。这样的尴尬，在基
层治理中并不少见。桐庐的基层“一
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带来了改变。

人下沉，权下放。70%左右的执
法力量下沉到镇街，乡镇有了自己的
执法队；在县域层面则形成综合执法
力量和市监、交运、卫健、环保 4 支专
业执法队。

“通过镇街统一指挥，破解了以
往行政执法条线分散、协同不便的难
题，减少扰企扰民频次，提升了群众
获得感。”分水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相
关负责人说，和改革前相比，辖区内
执法效率提升70%，处置时效缩短了
37%。

从“分而治之”到“攥指成拳”，这
正是桐庐“全域集成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体现。

发 展 不 停 ，改 革 不 止 。 这 项
2019 年在桐庐试点的改革如今在全
省各地落地开花。今年以来，桐庐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又有
了新内涵——桐庐创新探索打造“互

动治理型”执法模式，开展预约式“综
合查一次”服务。

“员工要持健康证上岗。”“灭火
器要补齐。”⋯⋯近日，桐庐县瑶琳路
的嵊州小吃商铺迎来了一次不同以
往的检查。店主发现，在这次检查
中，涉及经营资质、消防安全、食品卫
生等多个领域的执法检查事项都实
现了“一次到位”，还对其不明事项进
行了现场指导。

变“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

随着桐庐“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持续推进，把监管执法工作重心
关口前移，助力企业依法经营，把违
法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企业和群众
得以防风险、增收益。

■改革项目：投资项目“一站式”集成改革、农村“优地优居”改革、“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

桐庐：高质量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
沈 琳 应晨曦

桐庐县“优地优居”改革后的民居聚集点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切入点，也是健全推进新型城
镇 化 体 制 机 制 的 重 要“ 试 验
田”。桐庐作为浙江省首批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试
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发
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在以健
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为
牵引，深入落实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的各项任务中，立治
有体、施治有序，更加注重系统
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
注重改革实效。

坚持改革举措协调联动，更
加注重系统集成。桐庐深化“千
万工程”实践，率先探索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新载体——农村“优地
优居”改革，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

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坚持把
县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

坚持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
进，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桐庐因
地制宜探索投资项目“一站式”
服务中心、快递物流增值服务中
心等，优化为企服务，并以此为
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
实，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桐庐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
进基层治理领域改革举措的相
继落地、渐次开花，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桐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时代新征程中一直践行着，并不
断贡献着基层智慧。

桐庐实践探索
县域新型城镇化新路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所所长 王崟屾

桐庐实践探索
县域新型城镇化新路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所所长 王崟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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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
合实力百强县”名单公布，桐庐跻身
前十，相较三年前，排名总共上升了
18名。

桐庐并不是第一次成为全国旅
游市场的“排头兵”。早在20世纪80
年代，桐庐就已经是县级旅游之冠，
这一切源自桐庐的“绿色崛起”。

尝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甜头，桐庐更加锚定绿色发
展、生态富民道路。

生态为基、美丽为形。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阶段，“中国最美县”桐庐
如何“恒美”？桐庐继续改革创新，合
力构建全域大美新格局。让绿色成
为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厚植生态
底蕴，桐庐描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夯实美丽底色
全域共美环境迭代升级

“小河清清大河净，池水渺渺净
涟漪。”夏日，赶往分水镇小源村亲水
嬉戏的游客络绎不绝。可谁能想到，
十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臭臭
村”。

美丽底色如何夯实？桐庐从啃
下城乡差距最大的“环境卫生”开始。

在城区里，桐庐推出“环卫一体
化”改革，探索市政、环卫、园林一体
化运作模式，保洁区域从“分割”到

“整合”，保洁人员从“专科”到“全
科”，实现“一把扫帚扫到底”。

在乡村里，桐庐探索建立长效化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将环境治理、垃
圾分类、五水共治等纳入村规民约，
开展小流域综合整治、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等工程，引导村民自觉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

“桐庐的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等
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杭州市生态
环境局桐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桐
庐县自 2012 年起开始实行农村垃圾
分类制度，经过多年探索，已在全国

率先实现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处
置全覆盖。“现在的桐庐人实际上在
享受多年的改革成果了。”

桐庐抓美丽建设，是举全县之
力，财政连年倾斜，更有机制保障，持
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通过考核晾晒，生态环境保护成
为各部门的“硬”约束。

守护碧水。桐庐念好“查、测、
溯、治”四字诀，全面完成入河排污口
水质监测，加快推进“污水零直排区”
提质增效工程，加强饮用水源保护。

擦亮蓝天。今年以来，桐庐全面
整合扬尘、餐饮油烟等各类治气平台
数据，着力打造“治气一件事”平台，
精准监管减少废气排放。

一组数据见证了桐庐县生态环
保的亮眼成绩：今年 1—5 月，全县空
气优良率 90.8%；县级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荣获2023年
度“五水共治”工作“大禹鼎”优秀市
县；生态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持续上
升⋯⋯

放大美丽优势
精细化打造全域“大景区”

随着“千万工程”经验在全国各
地开花结果，桐庐的生态优势不再明
显，如何继续做好“美丽”文章？

桐庐把全域作为一个“大景区”
来打造，放大美丽优势。

在顶层设计上，桐庐陆续出台
《桐庐县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若干政
策》《桐庐县关于促进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通过规划、
政策和试点引领，将全域旅游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来，将富春山居旅游片区、瑶
琳仙境大景区、天溪湖度假区划定为
三大核心区，建设“三江两岸”桐庐段
水上黄金旅游线，景区迭代升级。

二来，在美丽乡村中，结合“微改
造、精提升”改革，在“富春山居黄金
左岸”、江南古村落、富春江慢生活体
验区等六大区块重塑环境，打造没有
围栏的景区。

“整个桐庐就是一个景区！”许多
游客发出感叹，如今的桐庐，“处处有
景、时时可游”。

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
分水江飞来了“鸟中大熊猫”中

华秋沙鸭，新合乡发现的海南闪鳞蛇
刷新了浙北爬行类纪录⋯⋯近年来，
桐庐发现的珍稀物种越来越多，这是
桐庐全面提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环境提升的有力注解。

聚焦生态保护，首先要摸清家
底。为此，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
局在全省率先开始生物多样性普查
工作，今年以来更是在全县范围内试
点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及保护
项目试点。

近日，桐庐县生物多样性智能监

测网络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利用高清
视频监控、红外相机、AI 智能等监测
技术手段，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大屏幕
就能实时查看并自动识别鸟类、哺乳
动物和鱼类等野生动物基本信息。
目前该系统共布设点位 12 个，物种
识别准确率达到 90%以上。“这为我
们精准识别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提
供基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
局相关负责人说。

护好美丽生态，建好美丽城乡，
串好美丽风景。在桐庐，不只人在画
中游，万类霜天竞自由。

发展美丽经济
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生“金”

产业、能源、交通⋯⋯这些容易
产生生态污染的领域，却也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经济增长
曲线不断向上，污染排放曲线却要掉
头朝下，画出这道“剪刀差”不只是环
保问题，更是绿色转型的发展问题。

明晰定位，方能找准方向。生态
是最靓的底色和最宝贵的资源，近年
来，随着环境底色不断擦亮，桐庐对
产业链、价值链的思考也在不断深
化。

如今，在桐庐，视觉智能、磁性材
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成为拉动全县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纵观这些产业
赛道，绿色、高端、智能是关键词。

与此同时，在全域高品质美丽的
大格局下，桐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
展，发展美丽经济，开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新篇章。

桐庐的好生态、好山水，成为了
“有价之宝”。

雅鲁激流探险、垂云通天河、天
目溪万人水枪大战、翙岗潮玩“喜街”
开街⋯⋯

“桐庐 114 条主要河道全面达到
Ⅲ类以上水质，Ⅰ类和Ⅱ类水质占比
90%以上，饮用水源达标率 100%。”
桐庐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良好的水质给桐庐丰富文旅产品以

“底气”。今年，桐庐打造“戏水王国”
品牌，在“戏水王国”品牌发布后的首
个端午假期，桐庐全县共接待游客
36.33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接下来，桐庐将以高水平生态环
境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生态
文明建设“高分答卷”为打造全域高
品质美丽标杆增光添彩。

■■改革项目：“环卫一体化”改革、“治气一件事”改革、“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改革、“全域大景区”

桐庐：从“最美”县城到“恒美”县城
沈 琳 施银燕 周正英琦

桐庐县江南镇深澳古村

桐庐坚持探索数字赋能，以数
字化改革引领、撬动、赋能生态文明
治理体系，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迭代
跃升，生态文明智治之路越走越宽。

事实上，桐庐一直在续写新时
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新篇章，长期着力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着力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
境，把青山绿水、美好家园奉献给
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显著提升。

当前，桐庐的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动植物“稀客”纷纷回归，
生态环境质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
的明显标志；城乡秀美、处处如画、

步步见景、绿富共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大美桐庐全域彰显。同
时，桐庐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和全
面贯通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有机链接生态、生产、生活，
不断放大“绿水青山”的集成效应，
因地制宜培育绿色经济，让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广大群众享
受更多“绿色福祉”。

实践证明，美丽经济已经成为
桐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的增长
点，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桐庐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绿色成为桐庐高
质量发展最靓丽最厚重的底色。

桐庐续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篇章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钟其

（图片由桐庐县改革促进中心提供）（图片由桐庐县改革促进中心提供）

（图片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