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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红色资源

鄞江素有“四明首镇、宁波之
根”之盛名，鄞江镇党委由此提出了

“四明首镇、红色鄞江”的党建口号，
并推出“盘点党建家底，亮出红色一
面”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排摸和梳
理鄞江的红色资源。

“鄞江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不仅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山堰、
廊桥等著名旅游景点，有好山好水好

茶等自然禀赋，还有建岙村、梅园村、
沿山村等著名的‘浙东红村’等一批
红色旧址、遗迹。”许骥如数家珍地盘点
着鄞江的“红色家底”，“充分挖掘、统筹
和用活鄞江红色资源，结合鄞江农旅资
源，以红色引领，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鄞江镇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一
张以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品牌化、
项目化、数字化的“四化建设”为主要
抓手，以乡村旅游、古镇开发、新村建
设、红色党建为内生动力开展“三溪
示范带”的党建蓝图已经绘就。“三溪
示范带”指的是以清源溪为轴线的

“党建+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以光溪

为轴线的“党建+古镇保护”示范片、
以小溪江（横鄞线）为轴线的“党建+
红色农旅”示范片。

“这是鄞江探索田园党建综合
体的三种形式，这些示范片连点成
线、串线成片，共同构筑鄞江党建工
作新格局，为建设鄞江‘风情古镇、
山水小城’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
持。”许骥介绍，其中“党建+红色农
旅”日益成熟，有望成为鄞江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在以小溪江（横鄞线）为
轴线的“党建+红色农旅”示范片区

内，建岙村的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
已成为市、区、镇三级联创的开放式
组织生活基地，也是海曙区首批红
色教育现场教学点之一，先后接待
参观学习人员数万人次。另一个以
建岙村为辐射，基于茶山竹林乡野
风光并以“采茶、种菜、溯溪、山居”
为主要特色的山野社区+乡旅综合
体“草木间·锡山”已建成投用。

位于锡山脚下的建岙村在抗日
战争时期曾是浙东革命根据地和

“三五支队”活动的核心地带之一，
是攻不破的“红色堡垒”。“建岙的深
厚红色资源与锡山上历史悠久的茶
园、茂林修竹等自然资源，是打造建

岙田园党建综合体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在。”许骥说。

目前，锡山上曾经荒废 50 余年
的茶园已经修葺一新，“草木间·锡
山”青年旅舍、土灶料理餐厅和会客
厅也已建成。“我们将分批修缮鄞江
镇境内的革命史迹，完善红色课堂
软硬件设施，丰富红色教育基地功
能；依托锡山茶园、菜园、竹林以及
周边古道，串联红色遗迹、红色旧
居、慢行系统等，推出系列农事体验
以及徒步溯溪活动，打造红色拓展
活动基地；对接‘草木间·锡山’青年
旅舍、农户闲置房源，打造崇尚简
素、体验简素的红色民宿；开放自助

式厨房，提供简素套餐打造红色便
餐，推出一个集‘红课’‘红拓’‘红宿’

‘红餐’四位一体的开放式组织生活
基地升级版，使之成为鄞江田园党建
综合体建设的一个切入口。”许骥介
绍，在增加了一个可辐射海曙、宁波
乃至浙东的独具特色的创意组织生
活阵地的同时，也找到一个带动乡村
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3月以来，江北庄桥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将一份全新的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作战图挂在了会议室墙上，并马不停
蹄地协调街道重大项目，包括今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首个项目——宁慈公路整治提升工程，促其加快设计、顺
利开工。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邵家艳 谢 斌

作为今年江北区唯一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计划达标乡镇，自
去年以来，庄桥街道就结合区域
特质，以“和谐宜居、活力精
致、古韵传承”为主要目标，开展
全域整治，解决停车难、环境差、违
建多、秩序乱等问题，还加大了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庄桥大街整治提
升工程、老镇区管线落地等 36 个
项目，切实提升镇区发展活力。经
过一年的努力，其中 25 个项目已
开工建设，6 个项目实现完工，剩
余项目也将于近日陆续开工。

按照日前出台的街道发展战
略与行动计划，庄桥将在区域发
展战略格局中占据重要支点地
位，成为义甬舟开放型经济带的
重要功能节点，成为宁波城市提
质发展核心地区以及宁波创智功
能建设核心地区。

“这是一次大刀阔斧般的‘自
我革命’，有了这个规划，各项行
动如何部署也就有了依据。”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现有产业
表明，按照产业分工和创新协同
优化空间布局，老镇区、三江潮
区块以及辖区工业区必须转型，
最终调整出产业功能区块。

街道发展服务办主任吴春益
表示，“围绕这一规划，我们加紧
制定细化措施，力求项目化、清
单化。”在计划里，笔者看到该街
道 将 通 过 “ 淘 、 转 、 改 、 引 、
育”五种方式，加快产业推进升
级改造。“在北部区块，我们将其
打造成创智高地。”吴春益介绍，
以旧工业区为核心区，北区区域
新增建设用地为扩展区，结合旧
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引入新产品

和新业态，打造宁波创智产业聚
集区与产城融合发展样板区。“如
康庄路沿线整治，已淘汰低小散
30 家，盘活闲置资源 5 万平方
米，引进符合产业导向的企业 20
家以上。”

宁慈公路整治提升改造项目
是庄桥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投入资金最多的一项工程。该项目
的实施将极大改善庄桥老镇区的
基本面貌。该项目主要包括入口三
角地节点绿化及配套工程、楼家河
栈道及西河凉亭沿线立面提升工
程、管线落地工程等。目前各个节
点的效果图已经确定，4月份开工
建设，6月底前取得全面进展。

另外，庄桥河两岸整治提升
工程的设计方案也已基本完成，
下阶段将着重加快项目的推进。
按照“形成一河两街的水岸休闲
空间，发展庄桥街道的核心商业
商务”的目标，开展“以旧复
旧”景观设计，打造具有江南平
原水乡特色的街区。该街道对河
西路沿街广告店招、建筑立面等
进行提升，打造一条生活服务品
质好、有文化特色、生态景观友
好的活力街区。

与此同时，老镇区将完成庄
桥公园设计以及招标前期工作，
届时将打造一座集环形健身跑
道、文化广场于一体的公园。同
时，将新建迦南敬老院及配套停
车场，华通木材城停车场，新建
两座五星级公厕及改造提升老镇
区内的公厕，满足老镇区人民的
养老及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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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桥庄桥：：
小城镇建设谋篇布局
绘就活力街区蓝图

柴桥柴桥：：
“贴心式服务”让棚改温情满溢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李欢腾 李俊玲

“棚改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
动动嘴皮子的活儿，调查摸底、
宣 讲 政 策 、 思想沟通、房屋评
估、签约、腾空、安置……对于棚
改工作人员来说，没有所谓的周
末，串户成了常态，只要居民有需
要，就要第一时间上门。说到底，
棚改并不是单纯地劝拆，而是做人
的工作。”芦北社区党委书记李佩
飞深有体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接
到任务的前几天，社工刘佳就已着
手做好准备工作：提前对小区居民

进行走访，认真了解居民想法，做
好棚改政策解释等。细致的准备让
工作效率明显提升，但是，“小插
曲”也不断出现。“有的居民还是对
政策不理解，甚至有的居民还有点
抵触情绪，每遇到这种情况，就需
要做好‘克难攻坚’的准备了。”刘
佳略带调侃地说道，拿入户评估来
说，正常情况下工作人员十几分钟
就能完成，但是遇到“困难户”她就
必须耐心解释、细致回答、快速回
应，尽力让政策更加明晰，当然花
费的时间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忙活
半天也不见得能有成效。“我也挺
理解这些居民，特别是那些年纪大
的老人，他们对老房子有感情，而

且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转
变。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心做好
服务工作，让他们安心搬入新家。”
刘佳说。

棚改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
民心工程。前段时间，芦南社区
社工郑泽波就收到了九间头棚改
地块棚改户柳福安送来的锦旗。
说起该地块的棚改工作，郑泽波
记忆犹新。去年，九间头地块列
入街道棚改范围，他作为负责棚
改工作的社工，早早便进入工作
状态。在他看来，棚改本身就是
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积极为居
民争取利益。为此，每次上门走
访时，他都特别注意听取居民的

诉求，并结合自身所掌握的棚改
政策，为居民算好每一笔账。

积极帮助居民办理住房困难
补贴、努力帮助居民减少棚改费
用……一桩桩为民而想、为民而做
的事情，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们看小郑和街道棚改办的工作
人员都在努力为我们争取合法利
益 ， 做 好 各 种 服 务 ， 确 实 很 感
动。”柳福安说道，为此，他和李
相龙老人便作为居民代表参与到棚
改工作中来。

“两位老人在棚改签约中带头
签约，为整个地块的签约开了一个
好头，他们还积极同居民沟通，做好
群众工作，为整个地块的项目推进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郑泽波说。

“只要心系群众，事事处处从
群 众 的 角 度 考 虑 问 题 ， 问 策 于
民、问计于民，群众终会给予正
面的回馈。”柴桥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棚改工作开始后，街道党
工委牵头成立了“棚改行动党小
组”，芦南、芦北两个社区的党员
社工、普通党员积极参与棚改中
来，通过学习、研究、宣传棚改
政策，争做棚改工作“排头兵”。

据统计，自 2016 年起，柴桥
街道已累计完成危旧房改造 3.52
万平方米，633户居民享受到危旧
房改造政策，92 户危旧房改造家
庭实现了“小房换大房、旧房换
新房、危房换安房”的夙愿。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蒋 攀
通讯员 周如歆

耗时长、成本高，旧模式
陷入困境

桃源街道位于宁海县城中心
规划区，所辖 58 个村社中有 46 个
城郊村，存在旧房多、危房多、环境
差等现象，严重影响新城市中心品
质和群众生活质量，亟须进行旧村
改造。

“以往我们城中村改造主要采
取政府主导、村社委托街道和村社
自主等三种改造模式，不同程度遭
遇‘钉子户’难题。”桃源街道“城中
村”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陈开友
说，旧模式容易陷入“钉子户”越来
越多、改造进展越来越慢的困境。

此前，桃源街道所辖的唐安李
村、桥下潘村、下洋吴村、杨家村采
用政府主导模式，虽改造成功，但
耗时长、成本高。自推出“竞争性模
拟拆迁”办法后，该街道已有4个村
社“城中村”改造项目参与竞争性

模拟征迁，进展顺利。总投资 10.4
亿元的堤树村旧村改造项目实现
一个月100%签约和一个月100%腾
空，顺利开工；李家村旧村改造项
目仅用 12 天完成 100%模拟签约
……在实施过程中，村民高兴，街
道干部也省心不少。

竞争性模拟拆迁，奥秘何
在？

据介绍，“竞争性模拟拆迁”将
“竞争性拆迁”和“模拟拆迁”有机
结合，优势重组，只有测绘评估配
合率和模拟签约率达标的村庄才
能实施拆迁，此举消除了拆迁户

“早签吃亏，晚签得益”的思想，实
行“先签约后补偿兑现”政策，引导

“已签户促未签户”，从而打造政府
占主动位置、补偿阳光透明、村民
互相促动的“城中村”拆迁创新模
式。

突出拆迁计划竞争，把主动权
交到村民手中。街道征迁计划里只
确定拆多少面积，而不明确必定拆
哪个村，有拆迁意愿且符合棚改条
件的村均可向街道提出申请，经批

复后列为候选拟拆迁村，分解拆迁
工作各个环节，每一个工作环节设
置工作配合完成率要求，达不到要
求就叫停，并最终设置模拟签约率
95%为协议生效阈值，不达标不拆。
因此，“要不要拆”“能不能拆”，将
决定权交到每一个拆迁户手中。这
样一来，拆迁的矛盾主体发生变
化，全村人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已
签户促未签户”自然水到渠成。

为了达到拆迁净地，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桃源街道把达标村再细
分成 8 个小区块，在小区块达到
100%签约并腾空后，再实行安置补
偿兑现，改变以往“签一兑一”的模
式，减少因“拆不净”导致的资金损
耗。“一个月签约、一个月腾空，这
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拆迁提速，
省的可是真金白银。”陈开友算了
一笔账，一个 5 亿元的“城中村”改
造项目，土地出让每延迟一年，利
息就多支出 3000 多万元。碰上“钉
子户”，如果实行强拆，一个司法强
拆的流程就得超过一年半甚至更
长。

“征迁，不患不签而患不公。”

陈开友说，新模式的另一个奥秘就
是阳光操作。执行政策，做到“一把
尺子量到底、一个政策管到底、一
个标准算到底。”

为此，街道专门开发了“桃源
街道阳光征迁系统”，将所有拆迁
户的人口、土地房屋情况录入系
统，向全体村民公开，拆迁户可随
时查询、对比各家的安置补偿情
况。签约时，系统根据拆迁户家庭
人口、土地房屋基础信息自动生成
无法修改的拆迁安置确认书和协
议书，彻底消除拆迁户疑虑，缩
短群众签约观望期。

在新模式中，将拆迁签约动
员工作责任下沉到村，村社建立
拆迁工作组，指挥部在驻村工作
组 人 员 配 备 上 ， 以 负 责 政 策 解
释、各户可安置方案测算为主，
相比老办法，人员减少了 80%以
上。

从海曙区鄞江镇梅园村黄岩山麓出发，穿过一片原
始森林，沿着古道溯溪而上，便来到建岙村海拔400米
的锡山上，眼前是茶园、竹林，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周边建有青年旅舍、攀岩基地和农舍。

“这是我们响应海曙区田园党建综合体建设，即将
推出的一条‘红色拓展’线路。希望通过建立具有浓厚
鄞江红色印记的田园党建综合体，以党建引领，打造乡
村振兴新引擎。”鄞江镇党委副书记许骥说。

红色农旅引领红色农旅引领，，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草木间·锡山”美丽景致。 （陈朝霞 摄）

鄞江新开辟的红色拓展线路。 （陈朝霞 摄）

前不久，北仑柴桥街道社工刘佳、夏春霞早早等在大河新村小区门口，等评估公司的
工作人员一到，便开始入户测量评估工作。

近年来，随着柴桥街道棚改项目的持续推进，社区社工、党员志愿者发挥的作用逐渐
增强，棚改工作深得民心，项目推进平稳提速。

鄞江鄞江

整治后的新都路停车场。（徐欣 摄）

““城中村城中村””改造的改造的““桃源奥秘桃源奥秘””

“钉子户”“漫天要价”“恶意阻挠拆迁”……近年
来，“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常因这些问题“卡壳”，牵
制干部精力不说，还增加改造成本。宁海县桃源街道创
新实施“竞争性模拟拆迁”，使村民变“要我拆”为

“我要拆”，实现拆迁提速、成本下降——

图为桃源街道桥下潘村安置小区。（周如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