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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打造精准施策打造““共富共享共富共享””样板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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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久前公布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谋划了今明两年的“三农”工作，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总目标，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一
系列到2020年必须完成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

鄞州区认真对照争当全市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排头兵要求，持续聚焦“三农”工作重点难点，实施美
丽经济、城乡联建、十百千万、五金富民、基层治理“五大工程”，聚力打造“三融五美”乡村样板。与此同时，该区深入
推进东西扶贫协作，高标准、大力度助推延边州和龙、延吉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发展共谋、资
源共享、产业共兴、协作共建、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3月30日至3月31日，全国乡村振兴与扶贫协作（宁波）论坛即将在鄞州区召开，届时来自全国各地政府、院所、
协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大计，吹响新一轮乡村振兴与扶贫协作冲锋号，发出全面奔小康“共富宣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是核心。2003 年，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宁波调研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时曾
来到鄞州湾底村，并殷切嘱咐：
把 村 庄 整 治 与 发 展 经 济 结 合 起
来，与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结
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
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子。受到肯定和鼓励的鄞州人，

更加大胆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鄞州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阳春三月，素以“石头村”
闻名的鄞州区东吴镇勤勇村有点
火。荒废了 16 年的勤勇小学，摇
身一变成为充满怀旧风情的高端
民宿。以“城郊十园”建设为契
机 ， 勤 勇 村 充 分 利 用 山 、 水 、
田、村的自然基底，以康养项目
为 开 发 重 点 ， 发 展 绿 色 生 态 旅

游。去年，该村经营性收入200余
万元。

不只是勤勇村，鄞州区的281
个村 （社） 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
济多种发展途径，通过调结构、
建体系、提效益，各类新兴农业
产 业 业 态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迅 速 发
展。依托中心城区或工业园区等
区位优势，投资发展标准厂房、
商业用房等集体物业项目，实行

土地和物业租赁经营；利用资源
优势，发展农村特色经济，形成
了以经济作物、高档花卉、近海
养 殖 等 为 代 表 的 复 合 农 业 产 业
群；发挥农村山水人文优势，发
展农村休闲旅游业，成功打造了
走马塘古村等一批特色“欢乐城
乡游”品牌。

据统计，去年，鄞州村级集
体经济自营收入 10 万元以下的村
全部消除，年自营性收入 25 万元
以 上 的 村 占 总 村 数 的 比 例 达 到
93%。农民“钱袋子”鼓起来的
同时，也在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注入更强大、源源不断的活力与
生机。

■美丽经济迸发活力

3月以来，横溪镇周夹村亭溪
岭古道游客如织。每逢周末，古
道牌楼边的古香古色的建筑群里
和洁净的观景台上，都挤满了拍
照、健身的游客，不时传来爽朗
的笑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
里还是“流动人口多、环境脏乱
差，出门就要蹚泥水”的景象，
而如今，人们口中的感慨已变成

“原来乡村也可以这么美”！

近年来，鄞州在持续推进旧
村改造新村建设的基础上，加快
实施美丽宜居村建设。周夹村就
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村庄，通过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的

“颜值”不断提升。
据统计，去年鄞州区新增国

家和省级美丽宜居村3个、创建省
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3个，入选省
100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3条，横溪、姜山获评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镇，咸祥获
评省森林城镇，塘溪、东吴分别
列入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和市级乡
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培育名单；21
个村启动美丽宜居村创建，5个村
完成特色精品宜居村打造，启动
项目478个，总投资3.31亿元。

“ 绿 树 村 边 合 ， 青 山 郭 外
斜”。在太白山麓千年古刹天童寺

的东面，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小村
庄——东吴镇三塘村，四面青山
环绕，宛若天然屏障，将其包裹
其中。随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
村庄环境整治的深入开展，这个
小 村 庄 也 悄 然 发 生 着 蜕 变 。 去
年，鄞州大力推进垃圾分类、源
头减量、回收利用，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覆盖率达到75%。

接下来，该区还将以“六大
新空间”开发建设为契机，最大程
度发挥城镇“连城带村”的作用，加
大联动联建力度，重点打好“四好
农村路”“美丽水乡”“美丽河湖”

“数字农村”等组合拳，画好美丽镇
村“富春山居图”。

■城乡联建提升颜值

“今天的菜不错啊，红烧肉、苦
瓜煎蛋、油焖茄子，一荤两素才5元
钱。”昨天11点不到，姜山镇陆家堰
村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是
一派热闹景象。很难想象，一年前，
村里的老人们还面临吃饭难题，有的
行动不便长期咸菜拌饭、青菜煮面，
直到周末儿女探望才能改善伙食。

“云享晚年”开展以居家送餐

为特色、日托康复为基础的各项养
老服务，上李家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把送餐服务辐射到周边村庄；陆家
堰村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集
老人集中托养和居家服务等为一
体……在鄞州，这些正在发挥作用
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农
村老人颐养天年的幸福港湾。该区
以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乡村

文化礼堂为突破口，深入推进城乡
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城市生
活品质。

改善村容村貌和生活条件是
基础，逐步转变村风民风才是“硬
提升”。大礼堂、图书室、书画室、村
史馆、村民讲堂、说事长廊、灯光球
场、羽毛球场、多功能舞台、专业健
身房、标准游泳池……5年来，邱隘

镇回龙村文化礼堂已经成长为一
个让城里人惊叹的综合体，月均文
化活动 15场，年“访问量”3万余人
次，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文化乐园和
精神家园。

去年以来，鄞州农村基层治理
成果遍地开花。“整乡推进、整县提
升”工作达标村和示范村比例分别
达到90%和30%；创建省级“民主法
治村（社区）”7个，“三治”结合善治
示范村25个；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21个镇(街道)实现“最多跑一次”
事项数3367件，同比增加116.39%，

“最多跑一次”延伸至 351 个村、社
区，村可办、代办事项703项。

■优质服务全域覆盖

甬延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开展
以来，鄞州区主动加强与和龙、延
吉的沟通衔接，把技术、资金、人才
等优势，与对口地区的资源、生态、
政策等优势充分结合，推动各项帮
扶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同于以往的输血式扶贫，鄞
州的对口帮扶协作正在向“造血
型”转变。一方面，加大财政援助力

度，主动对接对口地区，建立以产
业项目为主的帮扶项目，去年实施
产业帮扶项目 10个，包括桑黄种植
基地项目、养牛基地项目、民宿旅游
项目、地栽木耳项目等，这10个产业
项目将带动两地 1514 户 2662 人贫
困人口受益；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到
和龙、延吉投资发展，2018年组织企
业前往和龙、延吉考察 10 批次 122

家，杉杉集团与延边州合作建设的
国泰新能源汽车项目在延吉开工
建设，计划总投资达到20亿元。

依托“义乡鄞州”品牌和资源，
鄞州充分发动群团组织、爱心人士
等社会力量，开展多层次帮扶协
作。全区已有30余家社会组织参与
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在多个领域实
施帮扶项目 50余个，近 2万人次受

益。发挥“支教奶奶”周秀芳爱心品
牌效应，在和龙成立周秀芳爱心驿
站，目前通过该驿站已为和龙、延
吉两地募集社会帮扶资金（物资）
200万元。利用善园网辐射功能，为
吉林、贵州、四川、湖北等对口帮扶
省份发起 100 余个公益帮扶项目，
募集善款500余万元。

眼下，鄞州区正在南部商务区
打造一条集“日常消费+全民慈善+
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民俗风情演艺”
于一体的新生态扶贫泛商业街区，
集中展示延边的特色产品、旅游线
路，通过开展“吃一顿有爱的饭”等
慈善活动，引领全民扶贫风尚。

■全民扶贫共享小康

赛特色 亮品牌

在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鄞州
区针对农村传统住房密度高、房前
屋后空间小、隔壁而居现象多、单
家单户改造难等困难，探索推进

“联户自建”新模式。到目前，15
个试点村、8.4 万平方米完成拆
旧，主体结顶超过 12 万平方米。
为避免改建出现村村“千篇一律”
的现象，展示各地“一村一品”之

风貌——针对基础配套弱的村，统
筹拆旧解危、截污纳管、景观绿化
和公共配套；山水资源好的村，把

“联户自建”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
起来；文化特色鲜明的村，对历史
文化村落实行新建筑拆除财政补
助、传统民居“虚拟拆迁”等办
法，彰显各村特色的同时，也留住
了人们的乡愁。

““联户自建联户自建””圆农户安居梦圆农户安居梦

2018 年，鄞州、和龙两地共同
打造了“共享稻田”这一特色消费扶
贫项目。和龙发挥优质农产品生产
供应优势，将稻田以每块 100 平方
米标准分成小块，按 100 斤有机大
米产量 1000元价格推向社会认领，
认领人可通过视频或现场查看认领
地块稻谷生长情况，参与水稻种植
收割。鄞州拥有强大的需求市场和

消费能力，通过组织举办“共享稻
田”推介会，4000 块稻田迅速被辖
区内的单位、个人抢购一空，其中企
业、社会组织认筹比例高达80%，当
年实现销售收入395.2万元，纯利润
约 150万元。2019年春节前夕，和龙
光东村 75 户贫困户和 26 户一般农
户喜笑颜开，每户都拿到了来自“共
享稻田”的2000元现金分红。

““共享稻田共享稻田””开启消费扶贫新模式开启消费扶贫新模式

按照“整洁田园、美丽农业”
建设行动方案，鄞州区充分挖掘农
业产业、田园风光等资源，推动农
业园区转型提升，促进农业与二三
产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农业特色精
品园形象，着力打造了一批“点上出
彩、线上美丽、面上洁净”的美丽新
田园。去年，鄞州区获评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放心区，完成省级农业“机
器换人”示范区和省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创建，全力推进姜山镇省级
现代农业园区和横溪镇、咸祥镇两
个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建设，启动 11
个现代农业园区改造提升，建成 1
条年产值 5亿元的蔬菜产业示范性
全产业链，创建电商专业村12个。

““现代农业园现代农业园””厚植农业新优势厚植农业新优势

聚焦乡村振兴 聚力扶贫协作聚焦乡村振兴 聚力扶贫协作

田园卫星城姜山田园卫星城姜山

援建和龙桑黄基地项目

和龙市周秀芳爱心驿站

咸祥镇万亩水产养殖基地 风景如画的上周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