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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延链补链强链，推动乡
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这是
慈溪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面临的新
课题之一。

作为首批国家级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之一，慈溪近年来大力推
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乡村
产业发展壮大。在试水“飞地物
业”“抱团置业”等发展模式的
同时，该市镇 （街道） 加快“走
出去”步伐，积极参与东西部协
作、山海协作，与相关地区“抱
团发展”，努力实现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新跨越。

今年初以来，慈溪市附海镇

与衢州市常山县东案乡以丝瓜络产
业为媒，深入开展协作帮扶，探索
打造“山海共富”示范样板。其
间，附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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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半年，两地就丝瓜络产销签署合作
协议，附海方面承诺包选种送种、
技术指导、加工销售。”东案乡金
源村农民刘荣土告诉笔者，年初，
他以土地作价入股，并受聘到东案

丝瓜种植基地工作，“除了固定工
资、土地租金，每年还能领到分
红。”

小小丝瓜络架起山海协作“共
富桥”，慈溪草帽也乘着东西部协
作东风，“飘”进四川大凉山。上
月，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家慈布草帽
工坊在布拖县特里木镇正式对外开
放。该工坊由慈溪市长河镇草帽企
业提供编织原料，开展技术培训，
通过领料加工方式为布拖居民提供
增收途径。“从事草帽编织的布拖

居 民 ， 预 计 日 收 入 可 增 加 近 百
元。”长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镇计划一年在布拖收购草帽半成品
50 万到 100 万顶，后续还将在当地
建草帽加工厂，发展草帽产业。

除了草帽、丝瓜络等特色产
品，“慈溪杨梅”“慈溪葡萄”等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水果也
跟着慈溪农民“走南闯北”，成为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致富果”。“我们
村果农不仅把村里镇里的葡萄种好
了，而且凭借丰富的葡萄种植经验
走出宁波，在全国多地建起葡萄园，
总面积超万亩。”一说起村葡萄产业
发展，新浦镇六塘南村果农潘再平
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延伸产业链 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

慈溪拨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金算盘”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王茵 郑祖轩 徐婕

镇海招宝山街道白龙社区日前
顺利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这其中，
红色物业联盟功不可没，成为社
区、居民和施工队之间的重要纽
带。改造之初，红色物业联盟组建
旧改政策讲解小分队，挨家挨户为
居民讲解旧改工作，及时收集居民
意见；改造期间，红色物业联盟又
变身巡逻队，在小区中四处排摸施
工安全问题，及时和施工队沟通整
改。

“小区治理最重要的是互相联
动配合。旧改这么大的工程，社
区、业委会和物业一起参与，虽然
过程艰辛，但居民们对最终的改造
效果很满意。”该社区茗园二区网
格支部书记王素英说。

近年来，镇海针对小区治理中

的痛点、难点、堵点，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整合物业、居委会、业委
会、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形成红色
物业联盟，同声共气、同频共振，
激活基层治理细胞，将群众心头的

“急难愁盼”问题变为皆大欢喜的
“幸福+”生活。

红色物业联盟力量不断充实，
换来共建共治共享的融洽。庄市街
道芳辰丽阳小区曾因生活噪声问
题，引发楼上楼下居民冲突。物业
几经调解无果，导致居民一时间对
物业也抱怨不已。业委会党支部书
记陆仙芬亲手缝制了 5 双棉拖鞋送
给楼上住户，让对方备受感动，主
动联系楼下居民握手言和。为感谢
业委会、物业对居民“关键小事”
帮困解忧，楼下阿姨主动当起了志
愿者，定期为小区高龄老人免费理
发。“红色物业联盟传递了邻里温
情，如今小区内有 200 多名党员、

居民志愿者主动认领各类治理岗，
物业工作也被越来越多居民所理
解。”该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红色力量促使“后进生”逆
袭，小区形象改头换面。骆驼街道
景城花苑是个安置小区，因地下停
车位通道设计过陡，居民嫌推车上
下不方便，喜欢把电动自行车停在
楼道口，还三五成群聊天，烟头随
地乱扔。

77 岁的热心老党员刘定伟担
任红色业委会主任后，决定解决这
一顽疾。在社区支持下，红色业委
会有了安装非机动车车棚和灭烟柱
的想法，7 名成员每人包干一两幢
居民楼，花了三四天走访完 700 多
户居民，征求意见统一率在 80%以
上。目前，这一方案已由“纸上”
落到“地上”，小区文明创建的压
力减轻了，居民心里也更舒坦了。

因为红色物业联盟实现“大翻

身”的，还有九龙湖镇龙源社区九
龙家苑小区。该小区原本楼道杂物
乱堆，卫生状况堪忧。今年 6 月该
小区红色物业联盟推出的“楼道合
伙人”，成了破题之举。

“楼道合伙人”集结了小区热
心志愿者、物业工作人员、红色业
委会成员等 30 余人，成员各自组
队包片一栋楼，引导发动居民打
扫、装扮楼道。“达到文明美丽楼
道标准的，可以由合伙人向社区申
请‘楼道梦想基金’，用于楼道的
修 缮 装 扮 ， 以 改 善 居 民 居 住 环
境。”龙源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乌益
敏介绍。

“ 住 在 这 里 的 原 先 大 多 是 村
民，虽然拆迁安置后变为了居民，
但仍保留着房前屋后堆东西的习
惯，所以之前每个楼道看起来都不
太干净。”住在小区三单元的居民
郑振康加入了“楼道合伙人”，热

心肠的他经常劝阻居民的不文明行
为，积极参与楼道卫生清理，“现
在看着整洁的楼道，大家心情好
了，住得也更舒心了。”

据悉，镇海现有住宅小区 157
个，其中 153 个成立业委会的小区
已实现红色物业联盟全覆盖。“镇

海 在 红 色 物 业 联 盟 工 作 上 下 足 功
夫，出台政策、做好引导，把千家
万 户 小 家 庭 融 入 社 区 治 理 大 家 庭 ，
做 强 基 层 治 理 最 小 单 元 的 硬 核 力
量，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镇海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镇海红色物业联盟带来居民生活“幸福+”

“楼道合伙人”开展楼道清洁活动。 （镇海区委组织部供图）

釉光润泽的越窑青瓷盘、品质上乘的高山茶、酸甜可口的杨梅果糕……今年，由慈溪市忆山文旅有限公司
推出的“匡农之礼”走红微信朋友圈，人气指数节节攀升。前8个月，这款充满乡土气息的礼盒总销量超过
1000盒。

“忆山文旅”是慈溪市匡堰镇南部片区产业联动发展的纽带，由倡隆、乾炳、岗墩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
合匡堰镇农业服务中心组建而成。“‘匡农之礼’有3种产品来自这3个村，它的推出不仅延伸了片区农副产品
产业链，也提高了村民收入。”该公司电商负责人戚军洋介绍，本月底，他们还将推出一款“果甄如慈”果汁
礼盒，通过文创设计、水果加工、销售联动，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李郑颖 陈运运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
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据了解，2006 年以来，慈溪
已实施四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行动。到去年底，该市年集体
经济总收入 100 万元以下、年经
营 性 收 入 20 万 元 以 下 村 实 现 清
零，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
村占比超过 88%。

“今年起，我市开展新一轮高
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行动，实
施做优‘飞地’报团、盘活资源
资产、深化结对帮扶、加大项目
支持等八大行动，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慈溪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慈溪
打好发展“组合拳”，助推村级集
体经济“加速跑”。

依托城镇开发区、特色街区、
小微企业园等平台，慈溪加快谋划
落地一批“飞地”抱团项目，鼓励镇
村、村村、企村合作建设；深化企业
与村庄结对共建制度，积极引导国
有企业、私营民企、侨团侨企等助
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上月，
慈溪新浦敦和循环经济产业园首
批招商引进的慈溪交通新材料养
护研发基地项目试运营。“该项目
由国企参与开发，达产后每年可产
40 万吨沥青混合料，为我镇北部
下洋浦、新闸、腰塘 3 个村增加经

营性收入 240 万元。”新浦镇党委
主要负责人告诉笔者。

组团购铺当“房东”，是周巷
镇登州街、潭南等 7 个村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一个“妙招”。近年来，这
7 个村购买周巷中国食品城商铺
作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每年
租金收入约 140 万元。“在有关部
门协调支持下，我们‘团购’35 间
商铺，其中每个村拥有 5 间商铺的
产权，商铺实行统购联营。”登州街
村党总支书记潘海军说，这个“福
利”源于慈溪市启动的第四轮市级
财政补助村项目，村集体购买商铺
等物业用房的，最高可补助 200 万
元；新建标准厂房等物业用房的，
最高可补助 150 万元。

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离不开人才支撑。目前，慈溪正
深入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积
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深入推进
资金进乡村、科技进乡村、青年
回 农 村 、 乡 贤 回 农 村 “ 两 进 两
回”行动，鼓励农村土地向高层
次人才适度规模流转。“对新引进
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从事现代农业，且连片流转土地
100 亩（含）以 上 、流 转 年 限 5 年

（含）以 上 的 村 ，我 市 将 给 予 300
元/亩一次性补助。”慈溪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加强政策保障 锻造共同富裕“金钥匙”

众人拾柴火焰高。对于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
这个道理同样颠扑不破。

近年来，慈溪积极探索党建
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实
施党建联盟、规划联体、项目联
建、社会联治，以全域推进片区
式组团发展为引领，实现强村富
民乡村集成改革。其间，该市鼓
励有条件的村通过片区组团、联
盟、联合等模式，试点筹办强村
公司、实施产业联动工程等产业
项目，探索以片区中心村名义对
外签订合作意向，内部按比例落
实投资、分配利润，做大做优当
地“拳头产品”，增强整体市场
竞争力，拓展增收渠道。

规划联体，美丽乡村由“一
枝独秀”转向“全域推进”。去
年以来，新浦镇建立片区集体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下设 3 个片区

子公司，对村集体资产进行统一管
理、规范运行。今年，该镇东部片
区 5 个村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开发公
司，根据投入土地、资金等要素权
重占比情况分配股份，引入智能家
电、汽车配件等项目。“一、二期
项目用地合计 23.5 亩，其中一期拟
建厂房 1.5 万平方米，预计一年可
为片区带来 220 万元收入。”东部
片区联合党委书记冯月溪说。

集中盘活片区村集体资产，将
零星分散的优质特色农文旅资源串
点成线建设精品线路，这是匡堰镇
南 部 片 区 下 的 乡 村 振 兴 “ 先 手
棋”。近年来，该片区优化统筹相
关资源市场化运作，提质提级打造
区域文化旅游和农产品品牌。其

间，片区三村联合打造“全域秀美
乡村”旅游线路，投入 1000 余万
元建设“楝树下”艺术村落，与荣
誉集团达成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指导运营楝树下 9 号民宿。

“2021 年，三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
同比增长 20%以上。2020 年、2021
年，相关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
300 余个。”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享受到乡村片区组团红利的，
还有龙山镇的徐福、田央、筋竹 3
个村。去年以来，这 3 个村实施

“ 党 建 合 作 、 资 源 共 享 、 发 展 互
惠”徐福片区组团发展新模式，启
动慈溪特色农产品 （小家电） 展示
区等 16 个项目开发建设，以项目
建设为引擎，推动片区高质量发

展。“这些项目完工后，预计每年
能为片区增收 800 万元以上。”徐
福村党委书记黄金德说，徐福村抓
住文旅产业发展契机，加快发展村
集体经济，与邻村“组团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慈溪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今
年 7 月，宁波首个产业农合联党建
联盟——“奋‘豆’不止”菜豆

（毛豆） 产业农合联党建联盟在慈
溪成立。该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有
12 家，其中包括慈溪市农技推广
中心等涉农单位的党组织。“近年
来，慈溪大力推进鲜食毛豆种植
生产全程机械化，着力解决人工
作业效率不高等问题。”慈溪市农
技 推 广 中 心 党 支 部 书 记 戚 自 荣
说，党组织“组团服务”，让更多
本地毛豆种植户享受到现代农业
发展红利。

乡村片区组团 助力产业发展“内循环”

慈溪滩涂美景慈溪滩涂美景。。((王纯纯王纯纯 陈章升陈章升 摄摄））

慈溪农创客陈速超通过网络直播推介花卉盆景。
（陈章升 余聪波 摄）

游客在慈溪葡萄园采摘葡萄。 (陈章升 王纯纯 摄）

匡农之礼匡农之礼。。（（陈章升陈章升 摄摄））


