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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在淳安县王阜乡胡家
坪村，滨江集团的高管团队向外界分
享了一年来的发展成果。

当下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系列深
刻的政策调整，尽管行业存在诸多不
确定因素，滨江集团仍按既定方向完
成了目标和任务。滨江集团董事长戚
金兴表示，这是他从业以来最满意的
一年。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滨
江集团实现销售额 1020 亿元，位列克
尔瑞全国销售排名第八位，较 2023 年
上升3位。在大本营杭州，滨江集团稳
居流量、权益、全口径三榜 TOP1,全年
的销售额预计在 1100 亿元以上。现
金回笼方面，滨江集团全年预计权益
现金回笼480亿元左右。融资方面，截
至 12 月 25 日，滨江集团权益有息负债
余额 305 亿元，较年初下降 55 亿元，平
均融资成本 3.4%，相比 2023 年底的
4.2%下降0.8个百分点。

在保持稳健财务的同时，滨江集
团也保持了较高的拿地积极性。截至
11 月底，滨江集团合计取得土地 20
宗，其中杭州 19 宗，南京 1 宗，总投资
金额 398 亿元，新增货值超 650 亿元，
在杭州土地市场份额从去年的 25%提

升至今年的38%。
2024 年滨江集团的战略是“主动

卧倒、匍匐前进”。戚金兴表示，2025年
滨江集团在“匍匐前进”的同时，“随时
做好站起来的准备”，迎接行业春天。

2025 年，滨江集团的经营思路被
概括为稳、降、升“三字经”。稳，是稳

规模、稳名次、稳比例，全年销售额目
标稳在 1000 亿元左右，名次保持在全
国 15 位以内，销售总金额稳占全国总
销售额的 1%以上。降，是降有息负债
水平、降融资成本、降直接融资比例、
降在不确定城市拿地，将有息负债降
到 300 亿元以内，融资成本确保 3.3%，

争取 3.2%以内，直接融资比例控制在
20%以内。升，是提升企业的经营管
理能力，并继续提升产品力。

据悉，致力于“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实践的滨江集团，明年还将进一步
扩大对王阜乡的改造工程，让更多人
享受到乡村蝶变的美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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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议事协商，不少商户
对这条街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大家都
在努力让这里越来越好。”杭州市萧
山区宁围街道振宁社区居民孙阿姨
表示。

宁围街道振宁社区宁聚里生活
街区有商户 152 家，业态多元，涉及居
民区、沿街商户、数智双创中心、农贸
市场等，长期存在乱停车、环境卫生
差等众多问题。

为推动破解治理难题，振宁社区
积极响应萧山区委组织部关于探索

“街事荟”街区式党建的决定，主动打
造“参与式”街区治理新模式，建立党
建引领街区治理共同体，制定街区议
事协商会议工作制度和街区重大事
项议事决策“四议两公开一监督”机
制，促进街区内商户、居民和社区单

位多方主体从“被动式管理”向“参与
式治理”转变。

在快速迈向现代化城区的过程
中，宁围街道面临新小区多、新社区
多、新社工多和新居民多的“四多”局
面，同时，由于街区群体异质性强、需
求差异性大、流动性强，导致治理合
力难以形成。宁围街道构建“街道-
社区-街区”三级组织体系，搭建“1+
4+N”“街事荟”组织架构——“1”是
指“街事荟”主理人，“4”是指文明劝
导、安全管理、纠纷化解、环境长效等
4 个自治小组，“N”是指由街区党员、
沿街单位及商户、物业公司、居民等
群体代表组成的街区治理队伍，同时
以“大综合一体化”执法力量为支撑，
打造街区治理共同体。“街事荟”工作
开展以来，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讨、

做事多商议、有事找街区党组织已逐
步成为共识。

在创新完善“街事荟”工作的同
时，宁围街道还积极推动政府、社会
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向发力，打造“商
量办”议事空间，建立多元参与、协同
联动的协商议事制度，营造“众人的
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氛围。通过

“自荐+推荐”方式公开招募楼道长
600 余 名 ，激 励 物 业、业 委 会、楼 道
长、在职党员等多元力量参与基层治
理 ，围 绕 社 区 治 理 和 小 区 建 设 等 议
题，定期召开议事会。如钱农社区组
织小区退休阿姨成立了“心晴阿姨”
调解志愿队，收集汇总社区居民反映
的“烦心事”，并通过“微晓圆桌会”将
社区居民关心的社区小事提上会议
桌 ，确 保 群 众 反 映 的 问 题 件 件 有 着

落、事事有回音。
今年以来，萧山区在 10 个镇街、

54 个街区推进“街事荟”，以跨域性组
织架构体系，将区域内横向或纵向闭
合的街区主体有机联结，构建起“红
色引领、行业赋能、多方参与、商居互
补”的街区治理格局，牵引力量向街
区下沉、资源向街区集聚，大力破解
街区治理“疑难杂症”，累计解决街区
难题 472 个，整合商户 2765 家、大型
商业综合体 12 家，推动街区警情率同
比下降 37.7%。

接下来，萧山区将深化探索党建
引领街区共治，与网格实体化运作、
社 会 治 理 工 作 站 建 设 相 协 同 ，打 造
更 多 具 有 萧 山 特 色 的 街 区 治 理 样
板 ，构 建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新格局。

街区议事共参与 凝心聚力解难题
夏涵阳 汪燕盼

任琼嫣

元旦临近，位于衢州市常山县新
昌乡的一座丝瓜络加工厂生产正
忙。工人们将经过挑拣的丝瓜络进
行整理打包，后续将制作成洗浴用
品、丝瓜面膜等各类衍生品。

这是宁波慈溪发挥特色农业产
业优势，与常山联手打造的一个山海
协作品牌工程。近年来，慈溪抓住产
业合作“牛鼻子”、唱响乡村振兴“主
旋律”、描绘全域协作“同心圆”，为浙
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慈
常山海协作样板。

深耕飞地共建园区，探索产业共
富新途径。慈溪—常山山海协作产业
园累计完成固投 175.6 亿元，引进企
业 121 家，牵线促成万洋众创城项目
落户园区。慈溪工投还投资 5100万
元、购置3万平方米常山万洋厂房，为
实现产业梯度转移提供平台。两地合
作在慈溪滨海开发区规划建设总面积
1500亩的慈常飞地，目前已开发面积
达 1460 亩、入驻项目 15 个，今年 1—
11 月份新增投资 13.6 亿元。该飞地
项目还创新利益共享模式，通过固
定+税收分成模式优先倾向常山方利
益，今年 10 月已拨付首期分红资金
300余万元。通过“一共二代三保”的
合作模式，以慈溪总投资 2.2 亿元的
上林英才产业园为项目主体，常山县
投资入股1.33亿元，按10%保底条款
固定分红，助力常山县 128 个村消薄
全覆盖，累计返利5776万元。

创新项目合作模式，打造乡村共
富新样板。慈溪市先后在常山县新
昌乡建成丝瓜络山海协作共富产业
园、丝瓜络加工厂，推动慈溪市 2 家
丝瓜络加工企业与当地签订每年超

千亩丝瓜络种植包销协议，产值超千
万元，并以“包技术、包育苗、包底价”
模式使村民实现增收，新昌乡 10 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百万
元。今年 10 月，占地 2000 平方米的
丝瓜络加工厂投入试生产。慈溪帮
扶常山县郭塘村发展月季花产业，牵
线企业捐赠设立 200 万元“共同富
裕”孵化基金，并通过组织集中采购、
村庄规划提升等，打造“产文旅”融合
示范乡村。慈溪还促成宁波乡下鸭
食品有限公司与常山县金川街道 4
个村签订“万羽稻鸭共生”合作协议，
项目一期在金川街道 4 个村 1500 亩
稻田试点开展稻鸭共养 1.5 万羽，由
宁波乡下鸭食品有限公司负责稻鸭
保底收购。首批常山生态稻鸭和有
机大米将在近期端上慈溪市民餐桌，
预计可增加常山当地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100余万元。

迭代协作机制，谋求民生共富新
红利。慈溪设立 2 个常山土特产线
下营销平台，促成“常山三宝”在慈溪
本土电商平台全部上线，完成 2024
年度消费帮扶销售额 2087 万元。迭
代民生带富机制，累计向常山县引入
医教文卫农及企业经管等领域人才
82 人开展挂职、交流与协作；设立山
海协作实训基地，对 2900 余人开展
农村带头人培训及劳务职业技能培
训；建成名医名师（专家）工作室 2
个。迭代社会帮富机制，推动创建

“常慈有情”义卖义捐、“情暖U心·伴
爱成长”助学基金等社会帮扶品牌，
2021 年以来累计助卖常山胡柚 60
万斤；2022年、2023年慈溪团市委实
施常山县钳口小学、阁底小学“希望
小屋”项目，共计拨款 13 万元用于困
难青少年帮扶。

合作共建促民富 山海协作新样板

慈溪常山联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共富体”

月季产业帮扶项目（图片由慈溪市发改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